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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发展新 阶段的

观念更新与理论思考

何克抗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 北京 １ ０ ０８ ７ ５）

摘要 ：
从全球范 围 看 ， 近年来教育信息化 已跨入一 个全新的 发展阶段 。 国 内 外

的教育信息化 ， 大体经历 了 三个发展阶段 ：

“

基础设施建设
”

阶段 、

“

强 调教 学应

用
”

阶段和
“

反思探索
”

阶段 。 自 ２００６ 年以后 ， 世界各 国 （ 包括发达国 家和发展

中 国 家 ） 纷纷进入 多方 面反省 与思考的 新阶段 。 在教育信 息化发展 的新阶段中 ，
人

们 的 思想观念有较大的 变化 与 更新 ， 其 中 最主要的 更新是 ：

“
以 学 生为 中 心

”

的教

育思想逐渐转向以 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为标 志的 混合式教育 思想 ， 这种更新在全球范 围 被

普遍认同 的 同 时 ， 还在许 多 方 面产 生 了 重要影响 。 全球教 育信息化在进入全新发展

阶段以后 ， 除 了 在教育思想观念方 面有较大的更新以外 ， 在理论方 面也进行 了 较深

入的探索——这种探索涉及教育信息化核心理论和教育信息化相 关理论 两个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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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之所以能确保上述
“

三效
”

目标

（

一

） 教育信息化 的核心 内 涵的实现 ， 是因为它具有 以下三方面的主要特征 ：

教育信息化本来就是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要内
一

是 ， 可为创设信息化教学环境提供软硬件

容 ， 其内 涵 、 实质应 当与 现代教育技术完全
一

技术支撑 。

致 。 所以 ， 就教育信息化的本质 （核心内涵 ） 而二是 ， 可提供信息化教学资源 （含各种学习

言 ， 我们可以用
一句话概括 ， 那就是——运用 以工具软件 ）

。

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通信为核心的信息技术 ， 来三是 ， 可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下实现教育思

优化教育教学过程 ， 从而达 到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想 、 教学观念 、 教与学方式以及课堂教学结构 的

果 、 效率与效益 （

“
三效

”

） 的 目 标 。根本性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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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

反 年 梭食
”
咖段

二 、 国 内外教育信息化的主要发展阶段拉
丨

、 １古乂 白
２００ ６ 年以后 ， 教育伝息化在全球范 围内进

迄今为止 ， 国 内外的教育信息化 ， 大体经历 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 即
“

反思探索
”

阶段。

了三个发展阶段 ：

“

基础设施建设
”

阶段 、

“

强调其主要特点如下 ：

教学应用
”

阶段和
“

反思探索
”

阶段 。 各个阶段１ ． 各国均已建设起
一

定的信息化教学环境 。

的特点如下所述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开拓与实践 ， 世界各国 （包括

（

一

）

“

基础设施建设
”

阶段

＇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 在教育信息化领域都取

从全球范围来看 ，

“

基础设施建设
”

阶段大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 绝大部分国家都已建设起

致是
“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到 ２ ０世纪 ９０ 年代末
一

定的 、 以多媒体和互联网络为标志的信息化教

（ １ ９９ ８ 年前后 ）

”

， 这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第
一

学环境 （不仅有必需的软硬件设施 ， 还有相关的

阶段 。 其主要特点如下 ：教学资源与学习 资源 ） 。 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

１
． 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是教育信息化所在这方面的发展趋势是

一

致的 ，
区别只在于 ： 前

需的软硬件基础设施 。者的普及程度高 （例如 ， 美 、 英 、 法 、 德 、 日等

２ ． 教育信息化的应用全面开花
——

既有教国 ， 到第二阶段结束时 ， 其网络化程度 已普及到

师在教育 、 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
也有教育 、 教学几乎所有中小学 ）

， 软硬件设施的技术水平相 当

部门在行政管理与教学管理方面的应用 。 但总的先进 ， 相关的教与学资源也更为丰 富 ； 而后者

来说 ， 这
一

阶段的应用还不太深人 ， 尚未确定应 （发展中国家 ） 的发展则很不均衡 ， 尤其是城乡

用的重点 。之间的差距更大 （城市里有愈来愈多的 中小学配

３
． 对于信息与信息技术在教育 、 教学过程置了以多媒体和网络为标志 的信息化教学环境 ，

中的应用 ， 更多的是关注课前与课后 ， 真正关注农村及薄弱地区的中小学则基本没有这类教学环

信息与信息技术在课内应用的较少 。 尤其是在西境 ） ， 软硬件设施的技术水平落后很多 ， 相关的

方国家更是如此 。教与学资源也较贫乏 。

（二 ）

“

强调教学应用
”

阶段２ ． 世界各国对教育信息化的高期望值与实

从全球范围看 ，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第二阶段际效果之间均有较大落差 。 经过第
一和第二两个

是
“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末 （
１ ９９ ８ 年前后 ） 到发展阶段十多年的努力 ， 世界各国在教育信息化

２ ００６ 年前后
”

， 这是教育信息化的
“

强调教学应领域都已取得显著进展的 同时 ，
也付出了高昂 的

用
”

阶段 。 其主要特点如下 ：代价 。 这种代价不仅是指要花费成百上千亿元资

１ ． 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点不再是软硬件基金的投人 ， 也包括成千上万 ， 甚至几十万 、 几百

础设施 ， 而是各类教育资源与各学科的教学资源万教师 （尤其是中小学教师 ）
， 为达到教育信息

（包括网络课程和相关的学 习资料 、 学 习工具 、 化的 目标 ， 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
“

信

多媒体课件及案例库等 ） ， 以及资源管理平台 、 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
”

的试验与探索 。 令人遗

网络教学支撑平台 。憾的是 ， 在世界各国为教育信息化付出如此沉重

２ ． 在继续关注教育 、 教学部门 的行政管理代价的同时 ， 迄今为止 ， 还没有
一

个国家 （包括

与教学管理应用的同时 ， 教育信息化应用的重点美 国在 内 ） 能够真正实现教育信息 化 的宏伟

逐渐转 向教育 、 教学过程 。 这是因为 ， 经过第
一

目标 。

＝ 、 教育信息化发展新阶段进行的主要反思
息化能真正促进教育 、 教学质量的提升 ， 才有可

能健康 、 持续 、 深人地向前发展 。如上所述 ， 从全球范围看 ， 由于世界各国已

３ ． 对于信息 与信息技术在教育 、 教学过程普遍进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都面临

中 的应用 ，
不仅关注课前及课后 ，

也关注在课内
“

教育信息化的高期望值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较

的应用 。大落差
”

这个严酷现实 ， 所以 自 ２００ ６ 年以后 ，

世界各国 （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 纷纷进

？４？



行多方面的反省与思考 。类的最佳学 习方式 。 与 此 同 时 ， 在 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发达国家可 以美国为代表 ， 其反省与思考的学习方式以及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基础上形成的

深度 、 广度都给人留下异常深刻 的印象 ， 并在全
“

以学生为中心
”

教育思想 ， 也就逐渐成为 国 际

球范围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 。 发展中国家则可以我教育界 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教育思想 。 现在 ，

国为代表 ， 这是因为 ， 我国对当前教育信息化的
“

建构主义教学 ： 成功还是失败 ？

”

的大辩论以及

反思颇具独特性 （有 中 国特色 ） ， 而且进行探索在此基础上得出 的结论 ， 大肆宣扬要纠正建构主

试验多年 ， 并已取得较显著的效果 。义学习原则 的局限性 ， 其批判矛头不仅直接指 向

（

一

） 美 国进入信息化发展新昤段所进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还将动摇

“

以学生为中心
”

深刻反思教育思想的统治地位 ， 因而在 国际教育界产生的

自 ２００６ 年以后 ， 美 国之所以会在教育信息震撼可想而知 。

化领域进人
“

反思探索
”

的全新发展阶段 ， 主要２ ． 体现 信 息 技术 与课 程整 合新 理 念 的

是 由于进人 ２ １ 世纪以来先后发生 的三个标志性
“

ＴＰＡＣＫ
”

广为传播

事件在教育信息化领域产生 的巨大推进作用 。 这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在美国虽然开展较早 ，

三个标志性事件是——但早期主要应用模式是基于网络的探究 （Ｗｅｂ
－

１ ． 爆发
“

建构主义教学 ： 成功还是失败 ？

”

Ｑｕｅｓ ｔ ） 、 适时教学 （ Ｊｕｓｔ
－

ｉ
ｎ－Ｔ ｉ

ｍｅ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 简

的大辩论称 Ｊ ｉＴＴ） 和 运 用 技 术 加 强 理 科 学 习

２ 〇世纪 ９〇 年代以来 ， 将近十年的大量教学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Ｅｎｈａｎｃ ｅｄ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 简

实践发现 ， 建构 主义理论虽然具有许多独特的 、 称 ＴＥＬＳ） 。 它们的主要关注点是
“

技术
”

（强调

无可替代的优点 ， 但也存在
一些比较严重的局限

“

基于网络
”

， 也就是
“

信息技术环境下
”

的学

或缺陷 。
２００ ６ 年前后 ， 在美国教育界、 心理学习 ） 和

“

学生
”

（强调学生的
“

自 主学习 、 自 主

界爆发的关于
“

建构主义教学 ： 成功还是失败 ？

”

探究
”

） ， 也就是只强调
“

技术
”

和
“

学生
”

对

的大辩论 ，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发生的 。 这技术的 自 主运用 ， 而没有认真关注
“

教师
”

在信

场大辩论的重要成果是 ， 形成了 《建构 主义教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更未

学 ： 成功还是失败 ？ 》 这部学术专著 。

［ １ ］

该专著有关注
“

教师
”

在整合过程中需要掌握哪些
“

知

许多给人印象深刻的学术见解与观点 ； 但是全书识
”

。 显然 ， 这是美国 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

使我们最受启迪与教育的 ， 是关于
“

建构主义学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 将对其教育信息化能否健

习原则具有局限性
”

以及关于
“

建构主义教学设康 、 持续 、 深人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

计和传统教学设计之间关系
”

的论述。在美国 ， 最早发现这类问题与缺陷 ， 并力 图

这场大辩论之所以被称为当代教育信息化新加以纠正的学术机构是
“

全美教师教育学院协

发展的三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之
一

， 是因为它动摇会
”

。 该协会在 ２００８ 年底编辑 、 出版了
一

本在美

了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基国几乎是每
一

位教师都必须认真学习 的培训手

础上形成的
“

以学生为中心
”

教育思想在全球范册
——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教育者手

围的统治地位 。册 》 。

［ ２ ］

众所周知 ， 由于多媒体计算机的交互性有利
“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的英文表述是

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体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Ｐｅｄａｇｏｇｉ ｃ ａ ｌ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 ｌ

－

的认知主体地位 ， 网络通信的诸多宝贵特性 （如ｅｄｇｅ ，
通常简称为 ＴＰＡＣＫ 。 它不仅是一种整合

不受时空限制的跨地区协作交流 、 有无限丰富的了技术的全新学科教学知识 ， 还 日 渐发展成为
一

网上资源可供学生 自 主探究且触手可及 ）
， 又有种能将信息技术整合于各学科教学过程的全新可

利于实现广大学生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以及合作操作模式 ， 目前正对美国乃至全球各级各类学校

精神与合作能力的培养 ， 所以使人们在 ２０ 世纪 （特别是 中小学 ） 的学科教学产生愈来愈大的

９０ 年代 以来 的
一

段 时 间 内 误认 为 Ｅｌｅｃｔｒｏ ｎｉ
ｃ影响 。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简称 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 这种学习方式是人对于 ＴＰＡＣＫ 的学习与运用 ， 教师必须发挥

？５？



主导作用 。 这样 ，
ＴＰＡＣＫ就从

“

以学生为 中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ｅｄｂｙ

心
”

教育思想赖 以支撑的
“

教学理论基础
”

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ｋｉｍｏｌｃ＾ｙＰ ｌａｎ

度 ， 动摇了这种教育思想的统治地位 。

——

众所２０ １ ０ ， 简称 ＮＥＴＰ／２０ １０ ） 通过回顾和总结近三

周知 ，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 ， 西方激进建构主十年来企业部门应用信息技术的经验与教训 ， 并

义的代表人物乔纳森 （Ｊ
ｏｎａｓｓｅｎ Ｄ Ｈ ） 等人 ，

一 与教育领域应用技术的现状作对比 ， 归纳出一个

直坚持
“

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将会束缚 、 限制学生全新的命题 ：

“

教育部门可 以从企业部门学习 的

自主学习
”

的片面观点 ， 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经验是 ， 如果想要看到教育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

整合的过程中完全不讲教师的主导作用 ， 只是单就需要实施由技术支持的重大结构性变革 （ ｆｕｎ
－

方面强调学生的 自 主学习 与 自 主建构 （只关注学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ｔｒｕｃｔ ｕｒａ 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
，
而不是渐进式的

生的
“

学
”

， 不关注教师的
“

教
”

）
。 正是在这样修修补补 （ ｅｖｏｌｕｔ ｉｏｎａｒｙ

ｔｉｎｋｅｒｉｎｇ）
。

”

（简称
“

教

的现实背景下 ， 教师的主导作用和正确的
“

教学育系统结构性变革
”

命题 ） 。

理论
”

被完全抛弃。可见 ， ＮＥＴＰ／２０ １ ０ 能发现并提 出上述
“

教

直到上述两个标志性事件出现 ， 才使
“

以学育系统结构性变革
”

命题 ， 从而为解决
“

信息技

生为中心
”

教育思想的统治地位彻底动摇 ， 并为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成效不显
”

这个问题 （也就

另
一

种更为科学的以 Ｂｌ ｅｎｄｅｄ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简称 ＆？是解决
“

如何使信息技术真正对教育发展产生革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为标志的
“

混合式
”

教育思想逐渐被命性影响
”

这个问题 ） 找到明确的方向 ， 可见其

全球教育界认同 ， 奠定 了理论基础 。

［ ３
］意义和影响非常重大而深远 ！

３ ． 《美国 ２０ １ ０ 国家教育技术计划 》 提出教（二 ） 我 国进入信息化发展新 阶段所进行的

育信息化领域意义最为重大的命题深刻反思

人类社会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逐渐进人信息我国教育信息化和国际上
一样 ， 也开始迈人

时代以来 ，
以多媒体计算机与网络通信为标志的

“

反思探索
”

阶段 （只是 比西方发达 国家稍晚几

信息技术 日 益广泛地应用于人们的工作 、 学习与年 ） 。 表明我国教育信息化从 ２０ １ ０ 年以后 ， 也已

生活的方方面面 ， 并在经济 、 军事 、 医疗等领域迈人
“

反思探索
”

阶段的 明显标志体现在两个重

显著地提高了生产力 ， 因而在这些领域产生了革要事件上 。

命性影响 。 但令人遗憾的是 ， 在信息技术应用于
一

是 ，
２０ １ ０ 年我 国颁布的 《 国 家 中长期教

其他领域或部门 （尤其是在工商企业部门 ） 并取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２０ 年 ） 》 （以

得显著成效的同时 ， 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下简称 《纲要 》 ） 中首次提 出 ：

“

信息技术对教

却成效不显 ， 大多数仍然停留在手段 、 方法的应育发展有革命性影响 ， 必须高度重视。

”

传统观

用上 ， 对于教育生产力 的提升 （大批创新人才的念往往把
“

信息技术
”

只看作是
一

种工具 、 手

培养 ） ， 信息技术似乎成了 可有可无 、 锦上添花段 ， 运用得当可 以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 ， 因

的东西 。 原因在哪里呢？而是有好处的 ， 但如果没有这种技术 ， 似乎也无

自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国际上有许多专家关大碍。 而现在 ，
《纲要 》 把

“

信息技术
”

对教

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 大多数不得要领 ， 育发展的意义与作用提到
“

有革命性影响
”

的高

或是无功而返 。

［４ ］

迄今为止 ， 以美国 为代表的西度 ， 也就是认为 ，

“

信息技术
”

对各级各类教育

方学者 ， 对于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或信的改革与发展 （乃至变革与创新 ） 具有至关重要

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 ） ， 往往都是只从改变的意义 ， 无疑是对
“

信息技术
”

与教育之间关系
“

教与学环境
”

或改变
“

教与 学方式
”

的角度 ， 的
一

个全新认识 。

最多也只是同时从改变
“

教与学环境
”

和
“

教与二是 ， 在 ２０ １ ２ 年 ３ 月 我 国 教育部制定 的

学方式
”

的角度 ， 强调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２０ 年 ） 》

用 （或者去定义整合的 内涵 、 实质 ） ， 因而都未 （以下简称 《规划 》 ） 中 ， 对于如何达到我国教

能抓住 问题的本质与关键 。育信息化的宏伟 目标 ， 即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变

只有 《美国 ２０１０ 国家教育技术计划 》 （Ｔｒａｎｓ －革与创新 ， 也就是让信息技术能够对教育发展真

？６？



正产生
“

革命性影响
”

， 提出 了
一

种全新的途径学习理论基础上的
“

以学生为中心
”

教育思想在

与方法 。 这就是 ： 要充分利用和发挥现代信息技全球范围 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 才使这种混合

术的优势 ， 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 、 教学的深度融式教育思想在国 内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
——

只是

合 。 信息技术应与教育 、 教学
“

深度融合
”

， 这在少数试验学校运用这种教育思想进行教学改革

是 《规划 》 中 出现的
一

种全新提法 ， 在 《规划 》的试验探索 。

全文中 ， 曾先后提到十次以上 ， 可见它具有异乎从表面上看 ， 这种教育思想 的转变似乎表

寻常的重要性 。 众所周知 ， 国 际上为实现教育信明 ， 当前教育界的思想观念是在回 归 ， 是在怀

息化的 目标 ， 传统的途径与方法是实施
“

信息技旧 ， 而实质上 ， 是在按螺旋方式上升 ， 表明人们

术与课程整合
”

， 而 《规划 》 放弃这
一

传统观念的认识是在深化 ， 在提高 。 总之 ， 当前国际教育

与做法 ， 提出信息技术应与教育 、 教学
“

深度融界从理论到实践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大变革 ，

合
”

， 并认为这才是实现教育信息化 目标的有效认清这场大变革的意义及影响 ， 对于推进当前及

途径与方法 ， 无疑是对
“

信息技术
”

如何在教今后的教育信息化进程具有极为重要 的指导意

育 、 教学 中有效运用的
一个全新认识 。义 。 事实上 ， 当前教育思想的更新 ， 已在以下几

这代表了我国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经历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

十多年教育信息化的实践探索以后 ， 在深刻反思 （

一

） 更新原有教学观念

的基础上 ， 进行了认真的理论思考 ， 从而对实施教学观念是从观念形态上对
“

如何开展教与
“

教育信息化
”

的途径与方法有了全新的认识 。学
”

活动作出 的最高层次的抽象与概括 ， 所以 ，

ｎｎ
一

切教学方式 、 学习方式 、 各种教学模式 、 方法
ｍ ，

与策略 ， 都应属于教学观念的下位概念 。 鮮观

自进人 ２１ 世纪以后 ， 在与 Ｅ－Ｌｅａｒｎｉ
ｎｇ 有关念与教育思想

一

脉相承 ， 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 ，

的国际会议和有关信息技术教育应用 的刊物上 ， 就一定会有与之适应的教学观念 ； 反之亦然 。

Ｂ＾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逐渐兴起 。 严格说来 ，
ＢｎＬｅａ ｒｎｉｎｇ例如 ， 若坚持

“

以教师为 中心
”

的教育思

不能算是
一

个新概念 ， 因为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想 ， 其教学观念就
一

定是强调 以
“

传递
一

接受
”

后就已经有了 。 不过 ，
近年来 ， 特别是 ２０ ０８ 年为标志的教与学活动 （可称为

“

传递一接受
”

式

以来 ， 它之所以受到特别关注并 日 益流行 ， 是因教学观念 ） 。 在这种教学观念指引下 ， 教师主要

为被赋予了一个新的 内涵 。通过 口授 、 板书 （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下 ， 板书
一

Ｂｒｅａｍｉｎｇ 的原有含义是混合式学 习或结般 由 ＰＰＴ 文档取代 ） 向 学生讲解学科知识 ， 传

合式学习 ， 即两种以上学习方式 （或教学方式 ） 授专业技能 ， 并释疑解难 ， 帮助突破重点难点 ，

的结合 。 例如 ， 运用视听媒体 （幻灯投影 、 录音学生则要用心听讲 ， 认真记笔记 ， 并进行必要的

录像） 的教学方式与运用粉笔黑板的传统教学方提问 、 操练 ， 以便理解 、 消化 ， 最终接受 、 掌握

式相结合 ， 计算机辅助学习方式与传统学习方式教师讲授的 内容 。

相结合 ， 自主学习方式与协作学习方式相结合 ，若坚持
“

以学生为中心
”

的教育思想 ， 其教

等等都属于混合式学习 。 赋予新 内涵之后的 ＆学观念就必定是强调以
“

自 主
一

探究
一

合作
”

为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是指 ， 要把传统教与学方式 的优势和标志的教与学活动 （可称为
“

自主一探究
”

式教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的优势结合起来 。 也就是说 ，
既要学观念 ） 。 在这种教学观念指引 下 ， 教师

一

般不

发挥教师引导 、 启 发 、 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进行课堂讲授 ， 只是作为学生学习过程的组织

用 ， 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认知过程主体的主动者 、 指导者 ， 学生 自主建构意义的帮助者 、 促进

性、 积极性与创造性 。者 ， 学习资源 的开发者 、 提供者 。 学生则通过 自

从 Ｂｒ ｅａｍ ｉｎｇ 的这
一新 内涵可 以看 到 ， 它主学习达到对学科知识的初步认识与理解 ， 通过

与我国学者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就已倡导的自 主探究进
一步深化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 然

“

主导
一

主体相结合
”

教育思想不谋而合 。 只是后在小组 （或班级） 的合作学习过程中 ， 通过思

由于整个 ９ ０ 年代 ， 如前所述 ， 建立在建构主义想碰撞 、 协作交流 、 取长补短 ， 以及教师的必要

？７？



指导 ， 来完成深入的认知加工 ， 达到对所学知识设计的理论基础 ， 从学习理论方面来看 ， 主要是

的深层次意义建构 ， 从而最终理解并掌握所学的以加涅的
“

联结
一

认知
”

为标志的折中主义学习

知识与技能 。理论为指导 ， 在教学理论方面则综合采纳了多种

而在以 Ｂｒｅａｍ ｉｎｇ 为标志 的混合式教育思教学理论 。
９０ 年代 以后 ， 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 ，

想指引下的教学观念 ， 则兼取
“

传递
一

接受
”

和
“

以学为主
”

的教学设计也 日 渐流行 。 这种教学
“

自主一探究
”
二者之所长 ， 强调 以

“

有意义的设计的理论基础则是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与学习

传递与教师主导下的 自 主探究相结合
”

为标志的理论。

教与学活动 （可称之为
“

有意义传递
一

主导下探随着建构主义的广泛流行 ，

“

以 学为主
”

教

究相结合
”

的教学观念 ）
。学设计逐渐取代了

“

以教为主
”

的教学设计 。

？

（二） 变革原有教与 学方式通过 ２ ０世纪 ９０ 年代将近十年的网络教学实

从国际上看 ， 原有的教与学方式主要有两践 ， 人们开始发现 ： 上述
“

以教为主
”

和
“

以学

种 ，

一

种是
“

面对面
”

的教与学方式 ， 另一种是为主
”

的两种教学设计均有其各 自 的优势 与
“

以技术为媒介
”

的教与学方式 。 后一种方式按不足 。

照所用技术 的不 同 ， 可进一步划分为多媒体教前者主要关注教师的
“

教
”

， 便于发挥教师

学 、 网络化教学和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实验的主导作用 ， 便于教师监控整个教学活动进程 ，

教学等多种 ；
从 目前的发展趋势看 ，

“

以技术为便于因材施教 ， 因而有利于对前人知识经验的授

媒介
”

的教与学方式 ， 其主流应是网络化教学受与传承 ， 有利于学生对学科基础知识的系统学

（也称
“

在线
”

的教与学方式 ） 。习 与掌握 。 但这种教学设计忽视学生的 自 主学
“

面对面
”

的教与学方式 ， 即传统面授教学 ， 习 ， 不注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 积极性与创造

是教师和学生之间在同
一

个地方的互动 ；
而

“

以性 ， 容易造成学生对教师 、 权威和书本的迷信 ，

技术为媒介
”

的教学 ， 是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所以不利于创新意识 、 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 ＩＣＴ ） 来传递学习 经验和进行互动 （并不要求后者则相反 ， 主要关注学生的
“

学
”

， 重视

学生 和 教 师处 在 同 一 个 地方 ） 。 随着 以 学生 的 自主学习 、 自主探究与相互之间的协作交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为标志的教育思想 日 益产生重要影响 ， 流 ， 注意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 积极性与创造

传统面授教学和在线的网络化教学有 日 渐融合的性 ， 因而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 、 创新思维与创新

趋势 ， 并逐渐发展成为
一

种最重要的新型
“

混合能力 的培养 。 但是这种理论忽视教师的教 ， 未能

式
”

教与学方式 ， 有时直接称之为
“

混合式教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 因此不利于学生对学

学
”

或
“

混合式学习
”
——

在完全在线的网络化科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与掌握 。

教学环境下 ， 教学活动与学习活动这两种情况往在以 Ｂｒｅａｍｉｎｇ 为标志的混合式教育思想

往很难加以区分 ，

一般来说 ， 网络化教学主要是指引下 ，
通过 ２ ０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十多年信息技

学生 自主学习 ， 但并不排除教师通过各种方式随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 ， 中 国的教育技术学者逐渐

时对学生的在线学习从方法 、 策略 、 信息与资源认识到 ， 要想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下实现教与学方

提供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 。 换句话说 ， 式的根本变革 ， 达到较理想的教学效果 ， 最好能

在完全在线的环境下 ， 教与学经常是紧密结合在将上述两种教学设计有机结合起来 ， 互相取长补

一起的 。 事实上 ， 当前国 内外学术界的主流都公短 ， 形成优势互补的
“

学教并重
”

教学设计 。 这

认 ： 目前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主要方 向就是要实种新型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在学习理论方面 ， 是

施这种新型的
“

混合式
”

教与学方式 。采用新型建构主义 （经过中国学者改造的建构主

（三 ） 融合原有
“

两种教学设计
”

义 ， 而非西方的激进建构主义 ）
［ ５ ］ 的学习理论 ，

２〇世纪 ９０ 年代之前 ， 即在建构主义开始流在教学理论方面 ， 则主要采用奥苏伯尔和加涅的

行之前 ， 各级各类学校的课堂教学中普遍采用的教学理论 。

是
“

以教为主
”

的教学设计 。 这种教学设计主要经过中国学者在各级各类学校 （尤其是在中

关注教师的教 ， 而忽视学生 自 主的学 。 这种教学小学 ） 进行的多年试验研究实践证明 ： 在这种以

？８ ？



Ｂｒｅａｍｉｎｇ 为标志的混合式教育思想指引 下 ， 展 ， 必须有
一

个更为完善的教育技术学科定义 。

通过融合
“

以教为主
”

和
“

以学为主
”

两种教学为此 ， 中国学者在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所代表的混合式

设计而形成的
“

学教并重
”

教学设计 ， 能够最有教育思想指导下 ，

一

方面 ， 认真总结两个定义的

效地实施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
“

深层次整合
”

的优点与缺陷 、 成功经验与失败 的教训 ， 另
一方

教学设计 ， 是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下最有效 ， 也最面 ， 结合我们 自身多年从事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

受教师欢迎的
一

种教学设计 。探索的体会 ， 在此基础上 ，
通过对教育技术学逻

（四 ） 完善教育技术学科定义辑起点的严格论证 ， 终于形成了比较科学的教育

关于教育技术学科的定义 ， 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学科定义 。 这个新定义的具体表述为 ： 教育

技术协会 （ＡＥＣＴ） 于 １ ９ ９４ 年提出 的定义虽然技术学是通过设计 、 开发 、 利用 、 管理 、 评价有

并非十全十美 ， 但比较而言 ， 其内涵相对完整而合适技术支持的教育过程与教育资源 ， 来促进学

深入 ， 在国际学术界受到更多的关注 。 它的具体习并提高绩效的理论与实践 。

” ［ ６ ］

表述为 ： 教学技术 （教育技术 ） 是关于学 习过程这
一

新定义完全吸纳与继承了前两个定义的

与学习资源的设计 、 开发 、 利用 、 管理和评价的优点与长处 ， 抛弃了前两者的缺陷与不足
——

教

理论与实践 。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仍是
“

过程与资源
”

两个

这一定义明确规定了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 （但不是
“

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
”

， 而是
“

有合适
“

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
”

， 研究范畴是学习过程与技术支持的教育过程与教育资源
”

） ， 研究范畴

学习资源的
“

设计 、 开发 、 利用 、 管理和评价
”

仍是
“

设计 、 开发 、 利用 、 管理和评价
”

五个方

五个方面 ， 研究领域是这五个研究方面的
“

理论面 （只是范畴所属并非
“

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
”

，

与实践
”

。 可见 ， 该定义虽然文字简练 ， 其内涵而是
“

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育过程与教育资

却是比较完整而深人的 ， 所以对教育技术学科的源
”

） ， 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则仍是五个方面

发展起了＃关重要的作用 ， 在国 际上产生了较大研究范畴的
“

理论与实践
”

。 因而 ， 更具科学性

的影响 。与实用性 。

＋

＇

５Ｓ ＩＳ五 、 教育信息化发展新阶段的理论探索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这

一

概念在 国际上被重新提 出及其新

含义被广泛认同 ， 国际教育界的教育思想已逐渐全球教育信息化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以后 ， 除

由原来的
“

以学生为 中心
”

转向 以 Ｂｒｅａｍ ｉｎｇ了在教育思想观念方面有较大的更新以外 ， 在理

新含义所代表的混合式教育思想 。 这
一

重大转论方面也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 。 教育信息化发展

变 ， 也促使美国教育技术界进行全面的反思 ， 从新阶段在理论方面的探索 ， 涉及教育信息化 的核

而发现这
一

定义在具有研究对象 、 研究范畴和研心理论和教育信息化的相关理论这两个方面 。

究领域非常明确且表述简练等优点的同时 ，
也存教育信息化的核心理论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

在某些觫陷 。 其中一个缺陷就是只强调学 ， 而忽需要先从教育信息化的最终 目标说起 。 教育信息

视教 。 例如 ， 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都 只涉及化的成效或要达到的 目标 ， 各国有各 自 不同 的表
“

学习过程与学 习 资源
”

， 完全是
“

以学生为 中述 ， 但最终都应该体现在
“

学科教学质量与学生

心
”

。 另
一个缺陷是研究对象泛化 ， 对教育技术综合素质的显著提升

”

上 ， 所以教育信息化强调

学科研究的
“

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
”

未加任何限要运用信息技术优化教育 、 教学过程 。 为此 ， 广

定 ， 因而未能体现出本学科的特色 。 为了改进这大教师应将信息技术有效地整合到各个学科的教

些缺陷与不足 ，
ＡＥＣＴ 于 ２ ００５ 年提出了 新的定学过程中去 。 而信息技术与各学科教学 的整合 ，

义 。 但令人遗憾的是 ， 这一定义在克服前
一

定义其基本内容是 ， 如何通过营造或创设信息化 的教

上述缺陷与不足的同时 ， 却把它的重要优点也
一

学环境 （该环境应能支持情境创设 、 启发思考 、

起抛弃了 。信息获取 、 资源共享 、 多重交互 、 自 主探究 、 协

为了 能科学地建构起教育技术学科的理论体作学习等多方面的教与学要求 ） 实现新型的教与

系 ， 并有效地指导 中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发学方式 ， 从而把学生的主动性 、 积极性乃至创造

？９？



性激发出来 ， 达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 创新思新探索正受到全球教育界 （尤其是广大教师） 的

维与创新能力的 目标。 这表明 ，

“

信息技术与课热烈追捧 ， 并已成为教育领域最为火爆的热点问

程整合理论
”

， 特别是
“

深层次整合理论
”

， 应当题 ， 这些问题之所 以能引起人们 如此高度的关

是教育信息化理论的最核心内容 。注 ， 又与这些问题拓宽了人们的视野 ， 并引发人

另外 ， 自全球教育信息化进人第三个发展阶们诸多全新的理论思考密切相关。

段以后 ， 如上所述 ，
ＮＥＴＰ

／
２０ １ ０ 提出 了教育信上述教育信息化的核心理论、 教育信息化的

息化领域意义最为重大的命题
——

教育系统若是相关理论以及近年来出现的三项前所未有的创新

想要像企业部门那样 ， 运用信息技术实现教育生探索 ， 由于在相关的著作或文献资料中 已有详细

产力的显著提高 ， 必须实施由技术支持的教育系的介绍 ，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

统结构性变革 。 那么 ，

“

教育系统结构性变革
”

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 到底应该如何有效实施教育参考文献 ：

系统的这种
“

结构性变革
”

？ 这些 问题已成为学［ １］ＳＩＧＭＵＮＤＴＯＢＩＡＳ ， ＴＨＯＭＡＳＭＤＵＦＦＹ ．Ｃｏｎ
－

术界近年来关注的焦点 。 由于学校教育是整个教
ｓ ｔｎＫｔ

ｉ
ｖ

ｉｓｔｈｓｔｔｕｅｔ ｉ°ｎ
：
ＳｕｅｅｅｓｓＦａｉ ｌｕｒｅ７［Ｍ］ ．

育系统的主体与核心 ， 而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
ＹｏＡＫ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主阵地 ， 所以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 ， 应是学校教
Ｃ２ ］

女尤分ｗ ＋廿 ｍ了
■

并 地 人 地女 认 匕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教育者手册 ［

Ｍ
］ ？ 任友群 ， 詹

育系统４构性变革 ， 乃至是整 丨 教育系统４构性艺 ， 主译 ． 北京 ：
教育科学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１ ．

变革的最重要内容 ， 从而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３ ］ 何克抗 ． 从 Ｂｌｅｎｄ 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看教育技术理论的新
一

种全新理论


“

教学结构理论
”

。 由于对这发展 ［Ｊ］ ？ 电化教育研究 ， ２０ ０４ （ ４）
：１

－

６ ．

种理论的认识、 理解与运用是否正确 、 是否得［４］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Ｅ ，Ｈ ＩＴＴＬＭ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Ｐｔｏ
－

当 ，
可以决定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能否真正产生ｄｕ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ｒｅｔｈｅＣａｔａ
ｌｙ
ｓ ｔｆｏｒＢｉｇｇｅｒ

革命性影响 ， 即与教育信息化的成败密切相关 ，Ｃｈａｎｇｅｓ［Ｍｌ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 １＂＆

所以成为教育信息化理论的另
一项核心内容 。［ ５］ 何克抗 ． 建构主义

——

革新传统教学的通论基础 ［Ｊ］ ．

至于和教育信息化相关的理论 （这里是指密电化教育研究 ’ Ｉ＂ ７（ ３ ／４ ）
．

切相关的理论 ） ， 涉及的范围则要广泛
一些 。 通

Ｅ６ ；］胃 ＤＪ１

Ｊ ，
电化教育研究 ，

２ ０ ０５（ １ １ ）
：
 ３

－

１ ９
．

常认为 ， 应该包括ｆｅ息化环境下的教与学理论 、

Ｉ

， 、 ， Ｔｔ 八［７ ］ 何克抗 ． 丨目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 ［Ｍ］ ． 北
教与学方式 、 彳ｓ息化环境下的教学设计 ， 以及全京 ： 北京麻大学 ｔｂ版社 ， ２ ００ ８ ．

球
＾
育信息化进人全新发展阶段以后在理论方面

［
８
］ 何克抗 ？ 教学结构理论与鮮深化改革 （上 ）

［ Ｊ］ ．

进行的创新探索 。电化教育研究 ， ２ ０ ０７（ ７ ）
：
５

－

１ ０．

以上分析表明 ， 教育信息化的核心理论就是［９ ］ 何克抗 ． 我国教育信息化理论研究新进展 ［Ｊ ］ ． 中

指信息技术与课程
“

深层次整合理论
”

［７ ］

（或称国电化教育 ，
２０ １ １（７ ）

：
１

－

１９．

信息技术与教学
“

深度融合理论
”

） 和
“

教学结［ １〇］ 何克抗 ， 林君芬 ， 等 ？ 教学系统设计 ［
Ｍ

］ ． 北京 ：

构理论
，， ［８］

。 而与教育信息化密切相关的理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 ２ 〇〇 ６ ．

则涉及信息化环境下的
“

教与学理论
”

［９ ］“

教与［ｎ］ 何克抗 ． 从
“

翻转课堂
”

的本质 ’ 看
“

翻 转课堂
”

学方式
，， ［ ９］ 以及信息化环境下 Ｗ

‘ ‘

教学设计ＳＩ錢 国 的 未 来 发 ｓ ［ Ｊ １％ 化 教 育 研 究 ’

论
，，

［ １
０ ］

； 除此 以外 ，
还应包括近年来 （特别是「 １ ９１ ｒ Ｔ １ 炊

＾ Ａ ＡＡ／ ，Ａｄ．［ ｌ２］ 何克 Ｓｃ ． 大 数据 面 面 观 ［ Ｊ ］
． 电 化 教育 研 究 ，

２０ １０ 年以来 ） 在全球教育信息 化领域 出 现的 、

２ 〇ｕｃｉ
ｏｙ８＿ ｉｅ

三项前所未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创新探
：

＇

索 。 这二项创新探索是 ： 翻转课堂 ［ １ １ ］

、 教育大（责任编辑 ： 李 冰 ）

数据
［ １ ２］

、 慕课 （ＭＯＯＣｓ ） 。

——

当前这三项创（ 下转第 ２３ 页 ）

？１ ０？



人民教育出版社 ， １９８ ６ ．ｍａｔ
ｉｃｓ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Ａｐｐ ｌ

ｉ 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１ ９９７
：
６ ．

［［
８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Ｌ Ｗ ，ｅｔａＬ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 １０ ］ＢＩＧＧＳＪＢ ，ＣＯＬＬＩＳ ＫＦ．Ｅｖａ ｌｕａｔ ｉ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 ｉｔｙ

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 ｉｇｉ ｎａｌＦｒａｍ ｅｗｏｒｋ［Ｃ］／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ｏ ｆ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ＴｈｅＳｏ ｌｏ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

ＬＷ
，ｅｔａｌ

．
Ａ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ｆｏｒＬｅａｒｎｉ

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ｃａｄｅｍ ｉｃＰｒｅｓ ｓ ，２００９ ．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 ｓ
ｉ
ｎｇ ：ＡＲｅｖｉｓ

ｉ
ｏｎｏ ｆＢｌ

ｏｏｍ
＇

ｓ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 ｆ［
１ １

］ 徐岩 ， 丁朝蓬 ． 建立学业评价标准 ， 促进课程教学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ｌＯｂ
ｊ
ｅｃｔ ｉ

ｖｅ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ｄｄｉｓｃｏｎ改革 ［Ｊ ］ ． 课程 ？ 教材 ？ 教法 ， ２０ ０９（ １２ ） ．

Ｗｅｓ ｌｅｙＬｏｎｇｍａｎ ，Ｉｎｃ ．２０ ０１ ．［１ ２］ 郭元祥 ． 知识的性质 、 结构与 深度 教学 ［Ｊ ］ ． 课

［ 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程 ？ 教材 ？ 教法 ， ２００９（１ １ ） ．

ｔｈｅ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ｏ ｆＰ ｉ

ｔｔｓｂｕｉｇ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Ｅｎ

ｇ 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ｒｔｓ ＊Ｍａ ｔｈｅ
－ （责任编辑 ： 刘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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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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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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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

Ｈｕｂｅ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Ｈｕａ ｎｇｓｈ ｉＨｕｂｅｉ４３ ５０００ ，
Ｃｈ 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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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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