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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性信息网络对整个世界形成了全方位的冲击，
带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迅速发展，发展教育成为民族振兴的先决条件。现代教育技术是当代教育的制高点，谁
抢占了这个山头，谁就在新世纪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如何深刻领会教育技术的含义，运用现代教育观念，结合军校
教育的实际问题制定出符合军校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技术规范，是军校教育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确定教育技术在军
校教育中的地位，充分发挥它的职能作用，改变目前理论创新和人才素质跟不上时代发展需要的局面，加强教育技
术理论的研究和交流，使教育技术真正成为军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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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技术是为达到教学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技术手段。教育技术随着人类教育的产生而产生，但早期的教育技
术比较简单，人们没有把它从教学方法中分离出来。随着教育的发展，教育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人类对教
育技术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当今信息化社会，计算机网络已经把地球变成了地球村，网络和计算
机给我们带来讲授和传播知识的新方法。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多媒体教学和远程教学，已不仅仅是对常规教育
的补充，而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许多大学相继开办了网上大学。由于现代教育技术能集
成语音、视频、动画、图像、文字等多种媒体，又能打破时间、地域、人员的限制，这是普通教学手段难以
达到的，因此，教育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国外早已把教育技术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既教育技术学。它是教育学中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处理教育工
作中教学部分的问题。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在1977年就给出了教育技术学的定义，1994年又根据教育技
术的发展状况对该定义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定义是：“教育技术学是对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进行设计、开
发、运用、管理和评估的理论与实践。”从该定义中我们知道，教育技术涉及到教学资源和整个教学过程，
因此教育技术的现代化不仅仅是教学设备、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而且还应包括观念、技术、人员、管理、政
策等多种因素的变革。 

2. 目前我军各院校教育技术的现状和应承担的任务

在我国教育技术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起步较晚，发展也比较缓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迅速发
展。同样，我军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全国是同步的。从八十年代初，总参谋部专门成立了电教局，负责各部
队、院校的电化教育工作。总参电教局为各院校配发了大量电教设备，并编制了一定数量的电视教材。和同
时期地方大学相比，我军各院校无论是设备数量、设备档次，还是电视教材的数量、质量都占有优势。应该
说我军各院校在电化教育方面在全国走到了前面。近几年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各军事院校先后建起了各
自的校园网，并且与全军军事训练信息网相连。网上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已在我军各院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就各军校教育技术中心的情况看，都是由原来的电教中心转化过来的。过去电教中心的主要工作是教学保
障、电视教材的制作、幻灯片的制作、摄像、放像、照相等工作，换句话说，它主要完成教学设备的管理和
教学资源的设计和制作。它涉及的方面相对较窄，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也不是很高。但随着电教中心改为教育
技术中心，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它的任务、职能和人员组成都应发生重大变化。首先，在原有任务的基
础上又加入了网络的维护、管理以及信息资源建设的指导、评估等工作，使得教育技术中心的任务在不断扩
充。另外，它的职能也在不断增加，从原来的技术保障到教学过程、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
评估。以及前瞻性指导作用，从理论上研究现代军事教育发展规律，结合各单位现代教育技术的状况形成不
同层次、不同特色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运用模式。教育技术中心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任务和职
能的变化，又需要人员的变化。原有的电教人员难以完成现有任务。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技术上难以承
担。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是近年来渗透到教育技术中的新技术，而且它的发展势头迅猛，大有取代传统
电化教育的趋势，大多数原有电教人员难以跟上它的发展步伐。其二，现代教育技术对人员的要求不仅仅要
求他们是技术人员，他们还需要对教学过程、教学效果进行评估以及制定信息资源的政策、计划等工作，既
他们应具备参谋的素质。这就对搞教育技术的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有人员在短期内也难以适应。 

  



3. 军事教育发展的重点是发展教育技术

军事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广，新技术应用多。当今世界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
期，近30年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两千年的总和还多。这些科技成果被广泛地应用于军事领域。现
代武器装备已集成了机械、电子、光学、化学、计算机等科技领域的先进技术。军队各院校必须使学员很好
地掌握和运用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才能使我军在未来战争中抢得先机。二是军校培养的是综合素质的人
才。军事院校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懂技术，还要懂战术；不仅要懂专业，还要懂合成；不仅要懂指挥，还要懂
保障。也就是说军校必须培养综合素质的人才，否则难以承担保卫祖国的重任。三是军事教育必须科学理论
与军事训练结合，轮训与培训结合。军校即要让学员学会科学文化知识，又要让学员掌握各种军事技能。必
须很好地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军事指挥人员。另外，军事院校在培养军事专业本科生、研究
生的同时，又要做好战士、干部的短期培训。以上这些特点决定了军校对现代教育技术的依赖性更强，调查
显示军校电教设备的利用率远远高于地方大学。 

武器装备是复杂的设备，采用传统方式难以把它复杂的结构和原理讲述清楚，而采用直观的电视片或多媒体
课件能大大提高授课效果。用图像显示战场就更形象、更容易理解。我们曾经做过实验，在讲授某种型号导
弹液压部分的工作原理时，通常需要6学时，而我们把它作成了40分钟的三维动画后，一个学时就把这部分内
容讲完了，而且效果比传统讲授方式要好。这个例子虽然有其片面性，但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教育技术在军
事教育中的作用。 

军事训练是军校教育的另一个特点。军校学员不仅要在军校中学会文化知识，还必须学会各种军事技能。现
代的军事训练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区别。过去的训练使用的是真枪实弹。武器发展到今天，操作的
复杂度、危险性以及高成本已不允许用实装进行大规模训练。以HJ-73反坦克导弹射手训练为例，想要训练出
一名优秀射手，必须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射击训练。如果用实弹进行训练，培养出一名射手需要花费上千万元
的经费。这是国家难以承受的巨大开支，而且用实弹训练危险性极大。因此，现代军事训练大多采用训练仿
真器。这些仿真器虽然已经列入了装备，但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它们属于教育技术设备范畴。因此我们可以
说，军事教育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发展教育技术，以后部队、院校的军事训练大多依托电视、网络、多媒体技
术进行模拟训练，特别是实行四加一模式后，大多数院校取消基础课，只承担专业课和军事课任务，使得教
育技术在我军各院校中的作用会更大。 

部队装备更新快，部队接装培训都朝着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特点发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将会改变
传统的训练方式，特别是全军的训练模式从分散训练向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发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理
论对军事训练进行总结、指导，对部队训练将会有积极的作用。 

4. 当前各院校教育技术中心存在的问题

虽然教育技术在军校中的发展较快，但它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人员问题。由电教中心改为教育技术中心后，任
务、职能的变化使得原有人员已不能很好的完成现有任务。虽然各教育技术中心人员得到了一些补充，但力度不
够。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人员问题将是各教育技术中心发展的主要障碍。 

其二是软件建设问题。各军事院校的电教设备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大多数院校都建有制片室、多媒体工作室、多
功能教室、网络教室，并配有大量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些设备还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其主要原因是软件建设落后于硬件发展。全军各院校还没有一套完整地、适合于本校的电视教材。各院校的校园网
已经建成，但在网上用于教学的软件、课件却少的可怜。这好比我们有了一条高速公路，路上却没有车跑，这条路
的作用也就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在发展硬件设备的同时，要大力开展教育软件的研制和应用，合理分配硬件和软
件经费的比例，特别要加大软件开发和培训经费的投入。另外，要更正某些同志头脑中的错误观念，认为只有硬件
设备才需要资金，开发软件不需要经费。这种观念严重影响软件建设。 

其三是教育技术理论滞后。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教育技术理论也不例外。教育技术学作为
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对教学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但在我国对教育技术理论的研究却落后于它的发展，特别是在军
内，这方面的差距更大。主要表现为：一是参与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人员少，在我军各院校真正搞教育技术理论研
究的人寥寥无几。二是理论远远落后于教育技术硬件的发展。这几年教育技术发展很快，理论研究没能跟上。三是
没能出现适合于军校教育发展的军事教育技术理论。这些原因导致教育技术理论的落后，理论的落后已制约了军校
教育技术的发展。因此，希望军内搞教育技术的人士加强对教育技术理论的研究，早日形成自己的体系，为我军教
育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其四是对一线部队训练指导作用不够。各院校教育技术中心在满足院校教学、训练的同时，应注重全军各部队，特
别是一线分队的需要。在拍摄教学片、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应尽可能从一线分队训练的需要出发，更多地制作出适



合部队训练的电视教材。 

还有就是对各院校普通教员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培训不够，使得相当一部分教员不会使用现代化教学设备，这
些现代化设备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另外就是要加强全军各院校现代教育手段运用成果的交流培训，把这些成果尽
快在全军普及推广，使其发挥出最大作用。 

以上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得到及时解决，我军各院校的教育技术将会迅速发展，促进全军教育训练水平迈上新台阶。

这些观点只是我们在工作中的一些粗浅的体会，目的是希望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职员工对教育技术更加重视，让教育
技术更好地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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