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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自 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 以来 ， 美国教育传播 与技 术协会 （ ＡＥＣＴ ） 编撰 的 《教育传播 与 技术研 究 手册 》

（ 简称 《 手册 》 ）在 国 际教 育技 术学界产 生 了 很大影 响 。 尤其是 ２００ ８ 年发行 的 第 三版和 ２ ０ １４ 年发行 的第 四版
，
由

于主编及撰写 团 队 的 阵容强 大 ，
其 内容 更具创 新性 。 本 文首先介绍 了 《 手册 》 第 四 版的 总体框 架及 主要 内 容

， 以

及其 中 哪 些 亮 点使我 们 最 受 启 迪 与教育 ， 然后 ，着 重对 第 ８ 章 关 于
“

２０００ 年 以来技 术和理论 对教学 设计 的 影 响
”

的 主要 内 容作 了 较深入 的剖 析 与 阐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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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保留 了第一版的结构及总体框架 （ Ｊ〇
－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以来
，
美 国教育传播与技ｎａＳＳｅｎ

，

２〇〇４
） ，
只对第

一

版各章具体内容做了 修订

术协会 （
ＡＥ ＣＴ

） 组织本行业著名专家 、学者编撰与和更新 ， 以体现 自第一版发行 以来 （特别是进入 ２１

发行的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 》在 国 际教育技世纪以来 ）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 。

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
２０ １２ 年为止 ， 该手册 已先后第三版和第 四版则有较大的创新与突破 。 整个

发行了三版 。 第
一

版、第二版分别于 １ ９９６ 年 、 ２００４《手册 （第三版 ） 》被重新设计成基础 、策略 、技术 、模

年推出 ，
主编均为美 国哥伦 比亚大学大卫 ？ 乔纳森型 、设计和开发 、方法论观点 六部分 ， 共包含 ５６ 章

教授 （
Ｄａｖ ｉｄＪｏｎａｓ ｓｅｎ

，
当代激进建构主义代表 ） ；

第（
Ｓ
ｐｅｃｔｏ ｒｅｔａ ｌ ．

，

２〇０ ８
） ；

２〇 １４ 年正式发行的 《手册 （第

三版于 ２００８ 年正式出版 ，
主编由个人改为专家组担四版 ） 》则被设计成基础 、研究方法、评估与评价 、

一

任
，
专家组 由迈克尔 ？ 斯佩克特 （

Ｊ ．Ｍ
ｉｃｈ ａｅ ｌＳｐｅｃ

－般教学策略 、具体领域的策略和模型 、设计规划和实

ｔｏ ｒ ） 、大卫 ？ 梅瑞尔 （
Ｍ ．ＤａｖｉｄＭ ｅｒｒｉ ｌ ｌ） 、范 ？ 麦里恩施、新兴技术 、技术整合 、展望九大部分 ，包含 ７４ 章

博尔 （
ＪｅｒｏｅｎｖａｎＭｅ ｒｒ ｉｇｎｂｏｅｒ

） 和德里斯科尔 （
Ｍａｒｃ

ｙ （任友群等 ，

２〇 １ ５
 ） 。 与此同时 ，第三版和第 四 版的

Ｐ ．Ｄｒｉ ｓｃ ｏｌ ｌ

）等 四位专家组成 （何克抗 ，

２０ １ ３
） 。主编也从个人负责改为 由 四位专家构成的专家组共

第一版内容共４ ２ 章 （ Ｊ〇ｎａｓ ｓｅｎ
，

１ ９９６
） ，分七大部同担任 。 第四版的专家组则是 由迈克尔 ． 斯佩克特

分 ：

１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的基础 ；

２
） 硬技术 ： 和媒 （

Ｊ ．Ｍ
ｉｃｈ ａｅ ｌＳｐｅｃ ｔｏｒ

） 、大卫． 梅瑞尔 （
Ｍ ．Ｄａｖ ｉｄＭｅ ｒ

－

体相关的技术 ；

３
）软技术 ： 教学和信息设计的研究 ；

ｒｉｌ ｌ
） 、詹． 艾兰 （ ＪａｎＥｌｅｎ ） 和毕晓普 （

Ｍ ． Ｊ ．Ｂ ｉ ｓｈｏｐ ） 四

４
） 教学讯息设计研究 ；

５
） 教学策略研究 ；

６
）教育传位专家组成 。 第三、四 版的每一部分均 由 四位专家

播与技术中的组织与变革 ；

７
） 教育传播与技术的研中的

一

位任领衔主编 ，并得到
一

位合作主编和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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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 （ ６ ）

编辑成员组成的编写团 队的支持 。 与此同时 ，第三 、诚如这个部分的主编詹 ？ 艾兰和毕晓普所言 ：

四版的编辑成员和第
一

、第二版相比 ，
也有较大的变

“

新的研究问题引发 了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 ， 反过

化 。 在第一 、第二版中 ，各章节的 内容毫无例外都 由来 ，也引起了对多种多样工具更频繁的使用 。 研究

美 国当代较知名 的专家 、学者撰写 ；而在第三 、 四版方法的多 样性反映 了 研究 问题和理论取 向 的多

中 ，
绝大部分章节的内容都 由知名专家 、学者和

一些样性 。

”

尚未出名的 中青年学者合作撰写 （ 其中不乏硕博士第三部分
“

评估与评价 （
Ａｓ ｓｅ ｓ 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Ｅ ｖａ ｌｕａ －

研究生 ） ，并且这些专家 、学者中有 ２０％ 的作者和
一Ｕｏｎ

）

”

篇 ， 有 ９ 章 。 这个部分主要关注支持教育评

位领衔主编不是美 国人 （ 任友群等 ，

２０ １ １
） 。 正 因为估与评价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工具 ，介绍 了最新 、

编写团队的这种变化 ，
使 《手册 》第三、 四 版与前两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和新兴的技术手段 。 涉及的主题

个版本相 比 ，在开放性 、国际化和多元理论视角等方包括 ：教育技术的成本和收益评估 、项 目评估 、非正

面让人耳 目
一

新 ，
也为教育技术的未来发展指出 了式学 习环境评估 、问题解决领域的评估 、基于模型的

明确的方向 。知识评估工具、绩效评估 、 形成性评估和隐形性评

－
、，

／Ｈｒ 加 ｗ ？Ａ—估 、信息通信技术 （
ＩＣＴ

） 能力的评价 ，
以及 Ｋ －ｌ ２ 课

一

、思体縣及王要 内谷堂中 的麵驱动决策等 。

第 四版《手册》各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其中 ，第
一

个主题 （ 教育技术的成本和收益评

第
一

部分
“

基础
”

篇 ，有 １０ 章 。 诚如本手册
“

译估 ） 在以前版本的手册 中从未涉及 ， 却是全球教育

者的话
”

所指出 的 （任友群等 ，

２０ １５
）

： 这个部分重技术界普遍关注的 问题 ；
第二个主题 （项 目评估 ） 和

点聚焦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发展的基础 ，特别是与新传统的项 目评估相 比 ，也有很大的发展 ：传统的项 目

兴教育技术相关的研究 （ 包括理论、模型 、框架 、 观评估往往只考察项 目 目标的
“

达成度
”

（ 只关注结

点 、方法和原则之间 的关系 ） 。 其中 ，前四章向读者果 ） ，而现在越来越多 的项 目 评估开始把项 目 实施

介绍了有关教育技术研究的各种观点
；
后六章分别结果与实施情况联系起来 以便找到或解释项 目

探讨了
“

神经影像学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 “

与学习 以的最终 目标达到或未能达到的原 因 ，与此同时 ，项 目

及绩效有关的情绪和动机研究
” “

教学设计模型
”

评估的重点也从只关注结果 （

“

达成度
”

） ，转向对项
“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新技术对教学设计的影响
” “

整合技目从规划 、部署 、实施到结题等全过程的持续关注 ，

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框架 （
ＴＰＡＣ Ｋ

）

”

以及
“

教育技术也就是愈来愈重视
“

形成性评估
”

的作用 。

的伦理
”

等主题 ，
这些主题在前三个版本的 《手册 》第四部分

“
一

般教学策略
”

篇 ， 有 １３ 章 。 这个

中都未 曾被提及 。部分的某些章节关注与实现重要教学 目标相关的教

第二部分
“

研究方法
”

篇
，
有 ８ 章 。 方法是科学学策略

，
另外一些章节则关注其他的或特定的教学

研究的核心 ，在前三个版本中
“

研究方法
”

都是重要策略 、教学方式和方法 ，并通过不 同领域的最新研究

内容 ，备受关注 ，第四版也是如此 。 但和前几个版本介绍了该领域的研究动态 ，从而对整个教学策 略研

相 比
，
这个版本更强调基于设计研究的方法 ，而不是究的最新思路作出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梳理 。 这个部

基于哲学和实验的方法 ；
并 向读者展示 了 当前教育分涉及的主题包括 ： 学习 中的文化 、灵活学习环境中

技术研究中所使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有多元化趋的学习能力发展、教学讯息设计 、多媒体教学 、 真实

势 ） ，
以及这些方法所使用 的支持工具 。 涉及的主学习环境 、学习教学和绩效的反馈模式 、促进个性化

题包括 ： 教育设计研究 、 设计与开发研究 、 活 动理学习 、教学和绩效的先进技术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

论 、行动研究 、质性研究 、计划与项 目评价 、定量数据习 、 探究式学习 、基于模型的学习 与绩效 、 基于游戏

分析工具、定性数据分析工具等 。 后 面两章是前三的学 习 、支架 ，
以及各种支持工具的使用等 。

版未曾 出现过的全新章节 ， 为研究人员提供了 非常这部分的第 ３ 章 （ 教学讯息设计 ，
全书第 ３０

有用的定性和定量的数据分析工具 。 这些工具对于章 ）关注教学信息 的高交互本质 ， 强调更多关注这

提高数据采集的效率 、使数据分析更加精准和促进些教学信息的必要性 。 作者毕晓普认为 ， 重建教学

对数据的深度挖掘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 。信息设计 ，
使之作为探究教学设计的有效领域 ，需要

？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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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 ６ ）

在传播学理论中重新定位 ，
这将有助于形成

一

个专
一

章 （支持学习 者读写能力发展的技术 ，
全书第 ４７

门针对学习的信息设计研究领域 。 第 ４ 章 （ 多媒体章 ） 介绍了从学龄前到高中毕业的多个学段中支持

教学 ，
全书第 ３ １ 章 ） 突出 文本和图像的结合 ，并认学生基本素养 （ 阅读和写作技能 ） 发展的相关技术

为 ，在多媒体教学设计环节 中若能考虑学 习者的认研究 。 进入 ２ １ 世纪以来 ， 已有 的大量研究案例证

知结构 ，教学将变得更加有效 。 第 ６ 章 （学 习 、 教学明 ，技术 已开始在支持学生基本素养 （ 阅读和写作

和绩效的反馈模式 ，

全书第 ３ ３ 章 ） 强调
“

反馈
”

作为技能 ）发展方面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 乃至 中心

任何有效学习环境中 的组成部分 ，应 当更多地关注作用 ） ；该章作者对技术在评估学生相关技能发展

形成性评价而非总结性评价 。 第 １２ 章 （支架 ，
全书方面的作用 （尤其是计算机辅助评价的作用 ） 做了

第 ３９ 章 ）特别突出 了这样
一

种观点 ： 为 了促使学习全面总结 ，并给予了恰如其分的处置 。

者更有效地 自 主学习和更快地 自 我成长 ，

“

支架
”

的第六部分
“

设计 、规划与实施
”

篇 ，有 ６ 章 。 涉

逐渐消隐应是有效学习环境的
一

个重要特征 （ 而不及的主题包括 ： 教学设计模型 、教与学过程及绩效中

是对学习者提供始终如
一

的教学支持 ） 。的变革代理人 、影响教育技术实践与研究的政策 、以

尽管第 四版的第 四部分已涵盖了诸多内容 学生为中心的开放式学习环境 、教学设计师的培养 、

对教学策略研究的新发展有 了较为全面的概述 ，但以及支持教学设计的工具与技术等 。

还远远不够 ，特别是还没有涉及
“

分布式学习
”

的有这部分的第 １ 章 （ 教学设计模 型 ，
全书第 ４８

关策略 。 当前互联网和 ｅ
－ Ｌｅａｍｍｇ 的影响 已愈来愈章 ）对教学设计模型提 出 了

一

种创新见解 ： 该章作

大
，
这意味着在线 、分布式学习 已逐渐成为主流 。 所者在全面审视传统教学设计模型的基础上 ，指 出这

以 ，希望分布式学 习中 的有关教学策略的研究 ，能在些传统模型与其他学科相关设计过程及模型存在
一

未来的第五版中有所体现 。定差异 ，鼓励教学设计研究人员应从其他学科吸取

第五部分
“

具体领域 的策 略 和模型
”

篇 ， 有 ７经验 ，从而形成对于教学设计概念更加广博而坚实

章 。 这个部分为教育技术研究人员提供了对科学 、 的理解 ，
这样才不至于受到新技术和新教学法的约

医疗与工程类课程教学过程所实施的多种策略及模束 ，
也能更充分地发挥新技术和新教学法的潜力 。

型进行审视与分析 的案例 。 涉及主题包括 ： 科学教第 ４ 章 （ 以 学生为 中心 的开放式学 习环境 ，
全书第

育 中技术增强的教学 、 医疗领域基于专家教学的认５ １ 章 ）在对近年来
一

批非正式和有组织教学环境下

知任务分析 、技术支持的数学教育 、 技术支持工程的 自 我指导和 自我监控学习案例进行调研和梳理的

教育的创新与研究 、社会研究中 的教育技术 、视觉艺基础上指出 ：虽然
一些研究批评了

“

以学生为 中心
”

术教育 ，
以及支持学习者读写能力发展的技术等 。的教与学 ，

但也有证据表明 ， 在许多情况下 ，对 自 我

这部分的第 １ 章 （科学教育 中技术增强的基于指导 的学 习提供支持 ，
以及让学生参与学 习 目标的

建模的教学 ，
全书第 ４ １ 章 ） 特别关注学 习科学领域制订 ，都非常有效 特别能激发学 习动机 。 第 ６

的认知 、社会和课程方面的模型 ，
以及相关的

“

脚手章 （ 基于技术的教学设计 ，
全书第 ５３ 章 ） 重点关注

架
”

策略
，
既包括定性的建模与策 略 ，

也包括定量的支持教学设计和实施的工具与技术 ，
并 回顾了这些

建模与策略 ，尤其是 中小学情境 中 的相关建模与策工具的发展历程 ， 即从早期的编著工具 、教学指导系

略 。 本章讨论了不同 情境 中学 习者的系统思维 、基统到近年来基于网 络的资源库 、学 习构件和推荐引

于模型的推理 ，
以及科学探究能力 的培养 （这些情擎 。 作者认为 ，对于教学设计师来说 ，更大的挑战是

境均涉及基于技术的教学系统 ） 。 第 ２ 章 （ 医疗领能够在不 同情境中 ，
为学 习者设计有意义且高效的

域基于专家教学的认知任务分析 ，
全书第 ４２ 章 ）着学习活动 、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

；
为此 ，该章不仅关

重探讨认知任务分析 （
Ｃｏｇ

ｎｉ ｔ ｉｖｅＴａｓｋ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 简称注支持教学设计和实施的先进工具与技术 ，
还特别

ＣＴＡ
）如何被应用于医疗健康教育中 ，

又是如何产生强调要为教学设计学 习 者提供各种真实 的学 习体

诸多积极和可持续发展的成果 。 认知任务分析方法验 ， 以便学生了解丰富的多样化的学习情境 。

揭示了技能是如何被分析的 ， 以及这种方法如何被第七部分
“

新兴技术
”

篇 ，有 １ ２ 章 ，涉及的主题

有效地应用于支持教学设计的过程 。 这部分的最后包括 ：桌面制造系统 、利用交互界面与交互空间支持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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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 ６ ）

学 习 、用智能玩具支持学 习 、 电子书 、虚拟世界与仿 （尤其是以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通信为标志的信息

真技术 、增强现实 的教与 学 、 促进协作学 习 的 Ｗｅｂ技术 ）有效整合到学习 、 教学 、培训及绩效提升 的过

２ ． ０ 应用 的理论与 实践 、智 能教学代理 、 自适应技程中 ，不仅是教育技术发挥作用的途径 ，更是教育技

术 、开放教育资源方面 的文献综述、可视化技术 、以术学科的宗 旨与归宿 。 这部分主要关注如何将各种

及用于问题解决的新兴表征技术等 。技术有效整合于不 同 的实际情境中 ， 涉及的主题包

这部分的前四章可作为
一组

，
因为它们都涉及括 ： 代际差异与技术整合 、学习者技术准备和技能的

新的硬件设施 ，
这些硬件设施有望拓宽我们关于教测量 、学校的技术整合 、医学课程 中的技术整合以及

学技术的视野 ，使我们超越计算机辅助传输信息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技术整合等 。

传统观念 学习 者之间 的交互主要通过键盘输这部分对
“

技术整合
”

问题着重从
“

微观
”

和
“

宏

入 ， 以获得某种数字或基于纸张 的输出 。 而现在 由观
”

两个层次进行论述 。 前两章 （

“

代际差异与技术

于台式机制造技术的新发展 ，允许人们在计算机屏整合
”

和
“

学习者技术准备和技能的测量
”

，
全书第

幕上设计二维或三维的物体并将它们 以有形产 品的６６ 、６７ 两章 ）着眼于微观的视角 ，关注学习者的不 同

形式
“

打印
”

出来 （
３ Ｄ 打印 ） ；

又如利用
“

交互式表特征和起点水平将会怎样影响他们对相关技术的使

面
”

（如移动终端 、台式机、交互 白板 ） 和
“

互动空间
”

用 ；后面三章 （

“

学校的技术整合
” “

医学课程中 的技

（ 智慧教室 ） ， 学 习者可以 直接用他们的手指 、脚趾术整合
”

和
“

多元文化背景下 的技术整合
”

，
全书第

以及身体的其他部位来操控数字信息 （而不是用传６ ８ 、６９ 、７ ０ 三章 ）则从更宏观的视野 ，探讨了Ｋ －

１２ 基

统的
“

鼠标４盘
”

为介质进行交互 ） 。 这些新兴技础教育 、医疗保健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多种情境

术对于提升 和促进科学 、 技术 、 工程、 艺术和数学中的技术整合问题 。

（
ＳＴＥＡＭ

） 的教学质量与效率而言 ， 具有 巨大潜力 。最后是第九部分
“

展望
”

篇 ，共 ４ 章 。 这部分为

前四章讨论了这些潜力的可能性 ，并为读者指出 了促进教育技术学科的未来发展 ，提出了建议 ：

在这个领域从事相关研究应注意 的要点 ， 特别是那１
） 保持教育技术研究的科学精神 ；

些 旨在帮助教师理解新技术是如何被利用于优化教２
） 使用合适的技术来减少数字鸿沟 ；

学过程的要点 。３
） 培养具有教学设计与技术整合能力 的新

一

这部分的其余各章探讨了不 同技术的具体应代教师 ；

用 。 例如 ，第 ７ 章 （促进协作学 习 的 Ｗ ｅｂ２ ． ０ 应用 ，４
） 为相关的教育技术研究提供充分的资金 。

全书第 ６０ 章 ）着重 回顾 Ｗｅｂ２ ． ０ 技术 ，并从协作学这部分涉及的主题包括 ： 适合教育技术研究的

习 的视角分析了该技术在教学情境 中的功用 ： 回顾科学哲学 、发展 中 国家的信息与通信技术 、 教学设计

并揭示 了诸如
“

博客
” “

维基百科
” “

协作文档
” “

社与教师教育前景以及推动教育传播与技术领域的相

会性网络
”“

视频分享
”

等应用对课堂教学的实际意关研究 。

义与价值 。 又如 ，
这部分的最后两章 （ 可视化技术三 （（手册 第四版 ）友哪此 鲁 占

和新兴表征技术 ，

全书 的第 ６ ４
、
６５ 两章 ） 既 同 时对

一

、

^
“

视觉表征
”

技术的作用做了充分肯定 ， 又对同
一技使我们取丈后 途■与教 目

术的不 同侧面 、不 同功效分别进行了深入阐述 ：

“

可美国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 （ 第 四版 ） 》 的

视化技术
”
一

章 ， 讨论了 视觉表征生成的方式 、方中译本有上、下两册 ， 长达 １２２０ 页 ，

“

鸿篇 巨著
”

是

法
，
以及这种表征如何被学习者用来在学 习环境中对该书恰如其分的描述 。 由于第 四版的主编是 国际

查找和理解教学资源 、如何开展与他人的合作学习知名专家学者 ，其中论文又大多 出 自 名家之手或是

和反思 自 己的学习进程 ；

“

新兴表征技术
”
一

章则探名家与中青年后起之秀的合作 ， 所以第 四 版内容无

讨了可用来创建视觉表征的新兴技术 ，
以及学习者比丰富 ，新思想 、新观点 、新技术 、新方法、新模式层

在解决问题过程 中应如何运用视觉表征来组织 、分出不穷 ，值得我们学习 、借鉴的东西数不胜数 。

一

年

析 、和综合相关信息 。多来 ，通过对第 四版中译本的认真学习 ，确实收获良

第八部分
“

技术整合
”

篇 ，有 ５ 章 。 将各种技术多 。 这里
，我想结合 自 身 多年从事

“

教育传播与技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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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 （ ６ ）

术
”

领域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的体会 ，谈谈该书使接触技术的机会愈来愈多 。 在这类在线的虚拟学习

我们最受启迪与教育 的若干
“

亮点
”

， 应该说 ，
这些环境下 ，

源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框架的
“

基于探究

亮点是相当多的 ，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 １ ０ 个方面 ：的学 习
”

和
“

基于问题的学习
”

变得越来越流行 。 基

１
）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技术与理论如何促进教学设于探究的学习通常被用来支持学生进行真实的科学

计的新发展 ；研究体验 ，寻找有效解决复杂 问题的正确答案 ；
基于

２
）关于

“

形成性评估与隐形性评估
”

；
问题的学 习则让学 习者去处理没有单

一答案的
“

不

３
）

“

灵活学习环境
”

与学 习能力发展 ；良结构
”

问题 ， 以培养学 习者 自 主建构知识和独立

４
）对

“

反馈
”

内涵的深层认知和有效
“

反馈
”

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 在这类全新的学 习环境 中 ，学 习

规划设计 ；者都是通过小组 （ 或学 习共同体 ） 与 同伴或教师进

５
） 促进

“

个性化学 习
”

的理论 、技术与方法
；
行交流 ，从而培养 自 主建构与协作建构知识的能力

６
）

“

支架
”

的含义、类型、设计及其在教学 中 的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 在此过程中 ， 教师是学 习过

应用 ；程的组织者 、 指导者 ， 是学生建构知识意义的帮助

７
） 基于建模的全新教学方式及其重要意义与者 、 促进者 ，而非固定知识的提供者 。

作用 ；另外 ，近年来在数字化学 习环境中 ，
可视化技术

８
） 新技术在教育 中应用 的

一

个重要趋势 和 自适应技术的发展也 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 通过

利用交互界面和交互空间支持学习 ；可视化技术的图形表征 、模拟和智能教学代理可提

９
）

“

教学代理
”

与
“

自适应学习
”

技术的新发展 ；
供较理想 的视觉模型 ， 而教师提供的面对面的教学

１ 〇
） 对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 （第 四版 ） 》存互动往往是这种学 习环境的有利补充 ；

自 适应技术

在的主要缺陷与不足的分析 。则对个别化学习 提供强大支持 ，
这种 自适应技术若

为此 ，本人对美 国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能融入
“

教学代理
”

中 ， 将有可能实现智能化程度较

（第 四版 ） 》 的学习与思考 ，将 围绕上述 １ ０ 个方面的高的个性化教学 。

问题逐
一

展开 。 本文后续 内容就是对上述第
一

个方目前 ，教育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技术产 品 ，

面问题
“

２０ ００ 年以来的技术与理论如何促进教教育工作者必须善于区分这些产品 中哪些有较少的

学设计的新发展
”

作出具体论述 （其余 ９ 个方面 ，将教育价值 ，或没有教育价值 ，哪些则是 已被证明对中

在另外 ９ 篇论文中加以 阐述 ） 。小学课堂有用 。 正如学者斯佩克特 （
Ｓ
Ｐｅｃ ｔ〇 ｒ

，

２０ １０
）

四
、２０００ 年以 来对教育产 生 了所提醒的 ：

“

学习 不仅仅包含技术
”

。 教育技术学

＾ｔ，／ ；Ａ科的教师及研究人员必须抵制那些有潜在危害或无
较大影响的新技术和新理论效的技术 。

关于 ２＿ 年以来 ，在全球范围 出现了哪些对学五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技术和理论
习 、教学及培 ｉ川产生 了 较大影 响的新技术 ？ 《教育^

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 （第四版 ） 》 的第
一部分第 ８ 章

指出 ：在过去十年 ，我们见证了电话从笨重的手机变２０ ００ 年以来 ，技术和理论对教育领域的方方面

为小巧的智能手机 。 这些体积小巧但功能强大的装面
，包括学习环境 、教学环境 、学习方式 、教学方式以

置
，作为微型计算机的全新形态 ，正从根本上重新界及教学模式 、策略 、方法等 ，都在不 同程度上产生 了

定教与学 。 移动学习使我们能够接受将
“

随时 随影响
，
其中最重要的影响 ，

按照 《 手册 》第 四版第 ８

地学习模型
”

作为替代 品 ，来帮助教师、管理人员和章作者的见解 ，体现在
“

教学设计
”

方面 。

研究人员实现 ２ １ 世纪联网学校模型的 国家愿景 。教育技术领域的著名学者维恩 （
Ｗｉ ｉｍ

，

２００ ２
） 曾

除了全新的移动学习环境以 外 ，
这一时期新技将 ２ ０ 世纪初期以来教学设计的发展 ，划分为四个阶

术对教育的影响还体现在基于 因特网 的在线 、虚拟段 ： 即教学设计时代 、讯息 （
ｍ ｅｓ ｓａｇｅ ）设计时代 、模拟

学 习环境变得越来越普遍 ，通过使用在线论坛 、模拟时代和学 习环境时代 。 其中每个时代都代表了教学

仿真、教育游戏以及整合的数字学习环境 ，在中小学设计的
一

定发展阶段 ， 每个阶段的发展都建立在前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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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 ６ ）

一

阶段的基础之上 ，但同时又有各 自不 同 的理论假状是非常必要的 。

设 、关注点与实际应用 。（

一

） 教学设计 时代

维恩 （
Ｗｉ ｉｍ

，

２００２
） 还建议 ， 教学设计研究应 当教学设计时代 以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关注包含技术创新的学 习 环境 ，
这包括 ：

１
） 人工学为基础 。 学习被简单地看作是行为的变化或是认知

习环境 ；

２
） 促进社交互动的交流工具 ；

３
） 以实践共结构的变化 ，

也可能是既有行为 的变化又有认知结

同体形式呈现 出来的分布式认知 ；

４
）整合的或

“

完构的变化 。 这种变化伴随着经过仔细设计的 、能有

整 的系统
”

。 这些技术涉及三维学习环境 中的高水效地把知识传递给学习者的教学 。

平 图形表征 、同步和非 同步的交流工具 ，
以及可以引教学设计时代的关注点是教学内容的创造 。 这

导学生进行研究活动的基于网络的教学资料和其他个时代的教学设计的实际应用深受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学 习材料 。 目前美国的公立学校已愈来愈能适应或出现的课程改革运动的影响 （ Ｊａｎａｓ ｓｅｎ
，１ ９９６

；

Ｓａｅ ｔ

－

满足这种包含技术创新的学 习环境需求 ， 在这种环 ｔ ｉｅ ｒ
，

１９ ９０
） ，
这包括 ：

境 中 ，
逐渐形成

一

种全新的学习范式 ，
这种学习范式１

）对教学管理过程的重视 以及对标准化和通

要求利用 ２００ ０ 年以来技术方面的进步 ，而各种学习过内容与任务分析来提高学习效率的关注 。

范式要依赖教学设计来实现 ，
这就对

“

教学设计
”

提２
）教学设计按 照

“

输入 过程 输 出
”

的顺序

出 了新的挑战与需求 ，从而使当前教学设计的发展进行 ，
目标是建构综合性的教学计划 ；

这种设计认为

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 《手册 》 （ 第 四版 ）第 ８ 章的学习 的最佳条件是依赖 于已 确定的教学 目标 。 于

作者把它称之为
“

概念学习时代
”

（
Ａ
ｇｅｏ

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 ｌ是 ，
人们认为

，
分析教学 目标就可以使教学设计人员

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ｇ ） 相对于维恩的前四个阶段 ， 这相 当 于设计出能有效达到教学 目标的方法 （

Ｍ ａｇｅ
ｒ

，

１９９７


；

第五个发展阶段 。 事实上 ，
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学者Ｓｍｉ ｔｈ＆Ｒａｇａ

ｎ
，

２ ００５
） 。 于是 ，

通过教学 内容和任

曾提出类似的看法 ，认为技术将会引起教与学方式务分析 ，设计人员和教师即可识别 出具体的预备知

的重大变革 （
Ｒｅｉ

ｇｅ
ｌｕｔｈ＆Ｇａｒｆｉｎ ｋｌｅ

，

１９９４
）

：识及所需的相关技能 ，从而易于为学习者选择能顺

技术将在教学 、 评价和记录学 习者进步方面发利实现上述教学 目标所需完成的学 习任务 （ Ｊａｎａｓ
－

挥关键作用 ，
基于计算机的模拟将是模仿现实世界ｓｅｎ

，

１９９６
；

Ｓａｅｔ ｔ ｌｅｒ
，

１９９０
；

Ｖｒａ ＳｉｄａＳ
，

２０００
） 。 可见

，
这

中真实任务的绝佳工具 ，
也是使学 习者积极参与并种教学设计方法将引导教学设计人员和教师着重关

使主动建构最优化的绝佳工具 。 多媒体系统将会整注
“

内容结构
” “

分析技术
”

和
“

信息呈现
”

等环节 。

合计算机及交互视频 。按照这种教学设计方法 ， 已形成几种教学设计

这种发展趋势 曾被许多人看作是遥远的未来 ， 过程模型和学习分类法 ，其中每
一

种都有 独特的贡

但今天 已成为美 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不少学献
，
并产生了较大影 响 。 这些模型与分类是在加捏

校技术整合的现实 ，有些学校在教学设计方面 已经和梅瑞尔 （
１ ９９０

） 、皮亚杰 （
１９７ ２

） 、布鲁纳 （
１９９０

） 、布

跨入这个全新发展阶段 。 例如 ，
不少教师 已开始从鲁姆 （

１９ ８４
）和奥苏贝尔 （

１９７８
） 等著名大师提 出 的

事相关的探究活动 ，
尤其是关注如何在新技术支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Ｃｅｎｎ ａｍ ｏ
，
＆Ｋａ ｌｋ

，

的学习环境 中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 的培２０ ０５
） 。 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学 习理论的结合 ，是

养 。 下面
，我们就在对前四个阶段的理论基础 、关注导致这种教学设计方法产生和这

一

时代 出 现的基

点及实际应用先作简要介绍 的基础上 ，认真考察和础 。 这种教学设计的宗 旨是要设计
一

个完整 的程

分析上述四个教学设计阶段是如何逐步走向
“

概念序
，
以满足具体的教学 目标与教学内容需求 （

Ｒｅ ｉｇｅ
－

学 习时代
”

的 。 由于 四个时代在时间顺序上会有重 ｌｕｔｈ
，

２００５
） 。 在这种场合 ，技术被看作是展示及支

叠
，
不少教学设计人员希望首先从旧范式 中学习基持程序化教学的

一

种方式 ，
程序化教学能较充分地

本的教学设计方法 ，
以获得关于如何从不 同视角进呈现

“

掌握学习 、 操练与 练习 以 及聚合性教学程序

行设计的前提性知识 ，而且只有对之前范式的规则的特征
”

（ Ｊａｎ ａｓ ｓｅｎ
，

１ ９９６
） ，而任务分析是决定 内容

有所了解 ，才能打破这些规则 。 所以 ， 当我们寻求教组织 的主要方法 ，所以整个教学过程都是被计划 、被

学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时 ，
了解这

一

领域 目前的现设计 、被评价和被修正的
一

场活动 （
Ｗｉ

ｉｍ
，

２００ ２
） 。

？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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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ＯＥＲ ．２ ０ １６

，

２ ２ （ ６ ）

（
二

）
讯息设计时代多元视角 与社会协商是学习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讯息设计时代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包括个体 （
Ｊａｎ ａｓｓｅｎ

，

１９ ９２
 ） 。 这个时代所遵循的教学设计原

建构与社会建构 ） 和情境认知理论为基础 。 社会建则有 以下 四条 ：

构主义者认为 ，

“

知识是学习 者基于他们对世界中１
） 将学习嵌入复杂 、真实世界的问题中 ；

自 身所拥有经验的理解 ，
通过个体和社会方式建构２

） 提供丰富 、灵活 的学 习环境 ，该学 习环境应

出来的
”

（
Ｊａｎ ａｓ ｓｅｎ

，

１９９９
） ；
依据情境认知理论包含学习者设定的 目标或 目 的 ；

（
Ｂｒｏｗｎ

，

Ｃｏｌ ｌ ｉｎｓ
，

＆Ｄｕｇｕ
ｉｄ

，

１９ ８９
） ，学习情境对于如３

） 包含有嵌入到教学过程的连续性评价 ；

何处理 、协商和使用信息以 及理解其演化过程有极４
） 阐明为学习者和教师提供反馈的评估方法 。

大的影响 。 为此 ，教学 内容和启发 、促进学生和 自 主（
三

） 模拟 时代

学 习 自 主探究的支架 ，最好能嵌入到一个真实的任随着讯息设计时代的逐渐消隐 ， 教学设计 的

务 中 。 这样
一

来 ，学 习活动就可以被每个学习 者所
“

模拟时代
”

开始到来 。

理解 ，而不是完全由外部代理 （教师 ）所掌控 （
Ｂｒｏｗｎ模拟时代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桑达斯 （

８３？－

＆Ｐａ ｌ
ｉ
ｎ ｅ ｓａｒ

，

１９８９
） ；技术和其他辅助教学手段则 为ｄｅｒｓ

）
１ ９８７ 年提出 的有关模拟 的科学界定 ：

“

对现实

支持学生的学习与探究提供
“

脚手架
”

，从而使当前的
一

种有效表征
… …可 以是

一

种被抽象 、简化或加

的真实 、复杂任务在未被简化的条件下 ，
也易于被学速的过程模型

”

。 其具体含义是指 ：模拟是
“

通过符

习者理解 （
Ｇｌａｓｅｒ

，

１ ９９０
；Ｖｙｇｏ

ｔｓ
ｋ
ｙ ，

１ ９７８
） 。 讯息设计号表征来简化与描绘现实世界或系统的关键要素及

时代的主要关注点是教学方式而不是教学 内容 。 与交互
，
以此来模仿现实世界或系统的行为 ， 旨在帮助

“

教学设计时代
”

相 比 ， 在这个时代 中 ，教学设计人学习者进行有关过程的学习 ，并简化或增 强现实 的

员和学习者可以对教学资料有更多的控制 ； 而且人物理环境 ， 同时保存所学经验与知识的基本效度
”

。

们认为 ，对于具有不同知识与能力基础的学习者 ，
可这种学习理论的源头可以 追溯到杜威关于

“

学徒经

以 实施不 同 的教 与 学方式 （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ｎｏｗ
，验

”

的观点 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杜威就把学校

１９７７
） 。 教学设计首先要关注 的是鼓励操作 ， 而不看作是学生获得真实学徒经验的场所 。 因此

，模拟

是简单的 内容获取 ，
要把学习过程植根于具体的经时代的教学设计强调知识的意义和技能 ，

都应 以
一

验之中 。 总之
，教学应 以理解和意义建构为中心 ， 同种现实的方式嵌入到真实环境之中 ，并让学习者沉

时关注对学习过程的分析 ， 尤其是要关注技术如何浸到这种环境 中去感受 、 去体验 （ 这种真实环境
一

为促进学习者的思维 、 交流和能力发展而改变学习直以来都是人们的兴趣所在 ） 。

环境的方式 。模拟时代教学设计的主要关注点是利用技术开

这个时代的教学设计在实际应用 中强调如何设发出学习者可 以直接体验的数字模型 ，
以实现

“

学

计环境 ， 以及环境与潜在心理模型相结合 以后可能习者为中心
”

的交互 ；
这种模型有利于培养学 习者

产生的特定学习功能的可行性 ；教学设计人员在实的 自 主学 习能力和理解能力 ，而不是帮助教师开展

际教学设计过程 中面临的挑战是 ： 对有哲学依据的面对面的教学 （
Ｏ ｌｓｍ

，

１ ９９８
） 。

原则进行调节 ， 要利用技术功能并要超越
“

讯息的模拟时代教学设计的实际应用随着技术的进步

格式本身就能决定记忆中 编码层次
”

的假设 （ Ｊａｎａｓ
－

（如 因特网 、 云计算 、数据挖掘等 ） 和软件的创新 （如

ｓｅｎ
，

１９９ ６
） 。 技术的发展 （ 如计算机的交互、声音和同步／异步的在线协 同软件 、多媒体课件、虚拟现实

图像相结合的多媒体 ） 适应 了个体学习 的差异和个软件 、仿真实验等 ）而不断扩展 ，
技术 已经改变 了学

体不同的偏好 。 于是 ，

“

讯息设计
”

随着媒体和学习习体验的性质 、深度和广度 ， 以及教师为学生提供学

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技术的灵活性使设计人员对习支持的能力 。 这些技术进步及软件创新 ，
也极大

学 习过程可以有更多的控制 。地提高了我们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来开展教学活动

这个时代的教学设计所要达到的 目标是 ， 培养的能力 ，从而能开发出功能强大的复杂学习系统 ， 以

学 习者的思维能力和知识建构能力 ，使学 习成为批支持学习者 ，并为表现学 习者的经验、话语以及知识

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活动及过程 ；并认为之间不断发展的合作关系提供展示平台 （
Ｈａ ｉｍａｆｍ

？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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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ＯＥＲ ．２ ０ １６

，

２ ２ （ ６ ）

＆Ｌａｎｄ
，

１９ ７７
） 。环境时代

”

所取得的进展 ， 正好为 当今的
“

概念学 习

（
四

） 学 习环境时代时代
”

（ 即教学设计的最新发展阶段 ，
也就是

“

第五

维恩 （
Ｗｍｎ

，

２００２
 ） 认为 ， 教学设计在

“

模拟 时阶段
”

）做好了关键性准备 。 学习 环境最终将从面

代
”

之后 的下
一

个范式转变是
“

学习环境时代
”

。对面的教室 ，转变为遍布美国乃至全球的在线 、 远程

这个时代的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当代学 习科传送课程 ，
已是不争的事 实 。 这表明在

“

学习 环境

学 中的
“

学习环境理论
”

。 基菲和詹金 （
Ｋｅｅｆｅ＆Ｊｅｎ

－时代
”

所取得的进展 ，
确实功不可没 。

ｋｉｎｓ
，

２００ ０
）在 ２０００ 年前后 曾 把学 习 环境分为 三个这个时代的教学设计 ，其实际应用 的广泛性可

不 同发展阶段 ： 传统的 、 过渡 的和交互的 。 传统的通过下面的若干例子来说明 ： 进入 ２ １ 世纪 以后 ，交

学 习环境基于十九世纪的工厂模型和科学管理 ，
以互式学习环境 已成为很多研究规划 的前沿课题 ，如

及桑代克 、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和加捏 、布鲁姆的学习查理斯 ？ 达德 （
Ｃｈｒｉ ｓＤｅｄｅ

） 领导 的河畔城 （
Ｒ ｉｖｅ ｒ

层次理论 。 基菲和詹金认为 ，传统的学 习环境试图Ｃ ｉ ｔ
ｙ ）项 目 ， 萨沙 ？ 巴拉 贝 （

ＳａｓｈａＢａｒａｂ
） 指导的 、 探

通过强调个性化教学和基于小组的知识掌握来改善索亚特兰蒂斯 （ Ｑｕ ｅｓ ｔＡ ｔ ｌａｎｔ ｉ ｓ
） 项 目

，
还有美 国 国家

行为主义课堂 。 在这个阶段 ，有些教学要求 曾作为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其他新兴项 目
，
都涉及交互式学

“

基准
”

用来衡量学校的成效 （包括测试分数 、出 勤习环境 。 此外 ，美 国国 家卫生研究院较早就为
一些

率 、毕业率和学校排名 ） ，但这场运动没能让学校真使用虚拟环境帮助治疗心理疾病和成瘾性的研究提

正走向新世纪所要求的那种真实 的 、 反思性学习环供资 助 （
Ａｎｄｅ ｒｓｏｎｅ ｔａｌ

．

，

２〇〇７
 ；Ｂｏｒｄｎｉｃ

ｋｅ ｔａ ｌ
．

，

境 （算是
一种

“

过渡的
”

环境 ） 。 基菲和詹金指 出
，
２〇 〇４


；

Ｂｏ ｒｄｎｉｃｋ

，

Ｃｏｐｐ ，
Ｔｒａｙ

ｌｏｒｅｔａｌ ．

，

２ 〇０９
；


Ｂｏ ｒｄｎ ｉｃｋ

正是由 于出现这种挫折 ， 能满足下
一代学 习者需求ｅｔａ ｌ ．

，

２００ ８
） ；
另外有一些研究者通过探究

“

第二人

的第三种学习环境 ， 即
“

交互式
”

学 习环境阶段出现生
”

（
Ｓｅｃ ｏｎｄＬｉｆｅ

）软件的应用发现 ，学习者通过高级

了 。 基菲和詹金提出 交互式学 习环境的 目 的 ， 是要的 、可以与之交互的模型能有效促进学习 （

“

第二人
“

让学生 和教师参与到一个完全的学 习 体验中
”

。 生
”

软件是教育领域应用的一个
“

虚拟三维世界
”

）

一

个完全的学习体验 由谁来定义 ？ 用什么来定义 ？（
Ｂｒｏｗｎ

，Ｈｏｂｂｓ
，＆Ｇｏｒｄ ｏｎ

，２ ００８ ） ；而 巴列斯等人

基菲和詹金认为 ，
不同 的学 习者有不 同的定义 。 维 （

Ｂａｒｅｓ
，Ｚｅｔ ｔ ｌｅｍｏ

ｙ
ｅｒ

，＆Ｌｅ ｓｔｅｒ
，
１ ９９８

）则指 出 ，

“

三维

恩 （
Ｗ

ｉ
ｎｎ

，

２００２
）则说过 ：

“

学习环境要么是完全天然学习环境能使学 习者参与到沉浸式的经历 中
”

，
这

的 ，
要么是人造的 仅仅通过技术代理而存在 。

”

将帮助学 习者
“

形成对高度复杂 的生物 、 电子或机

为什么人造学习环境是有益的 ？ 维恩解释如下 ：械系统的深层次、体验式理解
”

。

第
一

，
人造学习环境帮助人类避免在 自然环境（

五
）

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 概念学 习 时代

中学习带来的危险 。 例如
，
飞行模拟 和军队的战斗维恩 （

Ｗ
ｉ
ｉｍ

，

２ ００２
） 对 ２０ 世纪初以来 的教学设

训练已经被用来培训飞行员和战士 。 这表明 ，
人造计发展虽然只作了 四个阶段的划分 ，但他也提醒我

学 习环境确 实是替代真实学 习 环境的有效选择们不要被这种
“

划分
”

所框住 ：

（
Ｎ

ｉｅｂｏｒｇ ，

２ 〇０５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 ｒ
，
Ｃａｒｌｅｙ ，

＆Ｍ ｏｏｎ
，
２〇０ ５ ） 。因为技术的不断进步能把信息 、信息材料 ，甚至

第二 ，人造学 习环境还可通过
“

数字模拟
”

方式学习环境带给人们 ，所以我们可以提出 以下论点 ：我

实现 。 例如 ，
可 以 利用滚动的虚 拟球向 儿童展示们可以不必记住需要知道的东西 ； 当我们需要时 ，我

“

摩擦
”

的概念 ， 或用 于提供牛 顿运动定律的互动们可以简单地把这些东西唤起 ， 然后展示 出来就可

演示 。以了 。 我们还不太清楚这种趋势是否会大范围地进

人们期望在学习环境时代教学设计的关注点能入教育领域 。 如果这真的发生了 ，那么将会对传统

从教学的设计转移到学习环境的设计上来 在学课程教学产生巨大影响 。 类似地 ， 平克 （
Ｐｍｋ

，

２００６
）

习环境 中 ， 学 习 更有 赖 于学 习 者 。 学 习 环境通过也指出 ：

“

我们正从信息时代过渡到概念时代
”

，他
“

认知的
”

或
“

物理的
”

方式把内容和技能放置在复认为 ，未来属于新生代的移情者 、模式识别者和意义

杂 的 、合适的 、能够提供
“

脚手架
”

的面对面环境或制定者 ； 而 当前人们对 教学设计 最多 的批评就

虚拟的在线空 间 中 。 从教学设计的角度看 ，

“

学 习是 旧范式基础上进行的教学并不能使学生为现

？２８ ？



何克抗 ． ２０００ 年 以 来教学设计的 新发展 对 美 国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 （ 第 四版 ） 》的 学 习 与 思考之
一ＯＥＲ ．２ ０ １６

，

２ ２ （ ６ ）

实世界做好准备 。 我们当 中有不少人虽然身体已跨境应主要应用于促进学习者对复杂概念的理解与掌

入新的时代 ，
观念却仍处在传统的或过渡 的学习环握 ；我们要充分利用的是大脑的智慧而不是机器 的

境时代 。 正是基于这种 客观的社会背景 ， 《手册 》功能 。 这就要求 ： 教师在教学 中 ，应重点关注原理与

（第 四版 ）第 ８ 章的作者提出 ： 必须明确而清醒地认概念 ，而不是重复各种具体事实 ；学生则应不断产生

识到 ， 当前教学设计的发展已迈入
一

个全新的时代 ， 新想法并应具有批判性思维 ，而不是单纯去获取书

即
“

概念学习时代
”

（
Ａ
ｇｅｏ

ｆＣｏｎｃ ｅｐｔｕａ ｌＬｅａｒｎｉ
ｎ
ｇ ） 。本上的惰性知识 。

在概念学习 的新时代 ，必须首先确定包含新时＞

代特征的学 习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 斯佩克特

（
Ｓｐｅｃ ｔｏｒ

，

２０ １０
 ）认为 ，

这种时代的演变 （或 阶段的发迄今为止 ，教学设计已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进入

展 ）是对学习 的再次概念化而不是对学 习 的彻底改当前以
“

概念学 习
”

为标志的新时代 ，
今后教学设计

造 。 这就表明 ，在概念学习时代 ，其教学设计的理论会走向何方 ？ 过去十年信息技术 、教育学 、认识论和

基础就是
“

学 习科学
”

本身 。 学 习科学原本是从教认知科学领域的哪些重大发展能够影响教学设计的

育之外诸多领域 （如认知科学 、 心理学 、神经科学 、 未来走向 ？ 《手册 》 （ 第 四版 ） 第 ８ 章的作者认为 ，

计算机科学 、 机械学和语言学等 ） 的长期研究和实
“

移动学 习
”

将成为教学设计领域的下
一个前沿 。

践探索 中得到启示而逐渐形成的 。 在此期 间 ， 范德长期 以来 ，
人们总是使用过去的教学设计模型来要

比尔特大学的认知与技术小组 （
ＣＴＧＶ

，

１９ ９０
，

１ ９９３
，求学 习者为当今的概念学习时代作准备 ；如今 ，学习

１９９４
）利用以光盘为载体的

“

贾斯伯 ？ 伍德伯瑞 问变成 了个人的 、可移动 的 ，
并且是不可预测的 ， 而我

题解决历险系列
”

进行 了多年情境认知 和抛锚式教们只用了仅仅
一代人的时间 ，就从工业社会跨入到知

学试验 ，取得丰硕成果 ，从而使学习科学得到快速发识型社会 知识的获取和学 习具有 了更大的灵活

展 。 与此同时 ，

巴拉贝等 （
Ｂａｒａｂｅｔａｌ

．

，

２００ ７
）将学习性、易得性 、即时性、交互性与合作性 。 这种变化将会

置于情境之中 、乔纳森等 （ Ｊ〇
ｎａＳ Ｓｅｎｅｔａ ｌ ．

，

２００２
） 把给教育和教学设计带来极大影响乃至造成连锁效应 。

学 习问题作为
“

锚
”

抛在包含不 良结构知识的故事让我们拭 目 以待 ！

情节中的试验研究 ，
不仅为基于问题的学 习和基于

游戏的学习提供了 有力支撑 ，
也为学 习科学本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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