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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教育关系新论
□王竹立

摘 要：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是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技术曾经对教育变革

产生过革命性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教育应该围着技术转。包容性思考是整合“以技术为中心”还是

“以教育为中心”这两种不同观点的有效方法。技术分为革命性技术与过渡性技术两大类，未来的革命性技术是

能进入普通家庭的多向视频会议系统和移动视频终端技术。在技术与教育之间应该寻找一个平衡点和结合点。我

国的教育信息化推进模式应该从以前的资助项目，向今后的资助人的方向转变。教育技术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应该

既是新技术的引领者和推广者，同时还应是技术的反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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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教育的关系到底如何，这是教育技术研

究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

问题。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教育，

什么是技术。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

泛指一切培养人的活动，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

育。技术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技术指物质

技术，包括机器、工具、产品、硬件、软件等等，

广义的技术指除了物质技术之外，还包括观念技

术，如方法、技巧和策略等。在教育领域内应用的

技术统称为教育技术，其中物质技术主要指媒介技

术和信息技术等。本文所讨论的技术与教育的关

系，均采用狭义上的理解，即媒介技术和信息技术

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

对技术与教育关系的不同看法会带来对技术的

不同态度，进而对教育产生不同的影响。乐观的观

点认为，技术是导致教育变革的革命性因素，是推

动教育变革的动力；而悲观的观点认为，技术对教

育的作用和影响被学者们肆意夸大了，技术说到底

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很多时候技术的应用并没有带

来教育质量的提高，反而造成诸多的不良影响。

一、乐观的观点

技术是导致教育变革的革命性因素，已成为许

多教育技术专家的共识。余胜泉《技术何以革新教

育——在第三届佛山教育博览会“智能教育与学习

的革命”论坛上的演讲》一文中认为：“在教育领

域，技术绝不是仅仅用于完成现有的模式和方法，

而是要推动技术时代的教育革新。技术的革新必然

要对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组织体

系等发生意义深远的颠覆性的影响。”余胜泉认

为，仅仅把技术看作工具是不对的，“技术工具观

会严重制约技术变革教育的深度与广度，严重制约

教育现代化的步伐。”（余胜泉，2011）

郭文革对教育的技术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进一步论证了“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革命性影

响”。她认为，西方近现代之所以教育进步科技发

达，主要是因为印刷技术的发明与普及；而中国由于

汉字排版不如拼音文字方便，导致了印刷技术的长期

落后，最终影响到教育和科技的发展。（郭文革，2011）

上述观点带有技术决定论倾向。技术决定论是

关于技术发展的理论中颇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按

照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自主的

技术”，技术包含了某些它本来意义上的后果，表

现出某种特定的结构和要求，引起人和社会做特定

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强加于我们的，而不管我们是

否喜欢。技术循其自身的踪迹走向特定的方向。

“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又

构建了整个社会”。所以，技术规则渗透到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技术成为一种自律的力量，按照自

己的逻辑前进，支配、决定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技术决定论，2012）有人把技术比喻成一个“座

驾”，人在钢铁般的“座驾”里面，不得不去适应

它。对技术决定论的无条件认同会造成“以技术为

中心”的思维方式，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喜欢

以技术为出发点思考问题。每遇到一项新技术、新

产品，往往未经深思熟虑就试图将其应用到教育教

学中，希望用新技术来“改造”当下的教育教学模

式，而很少考虑教育教学是否真正需要这一产品和

技术，这一产品和技术是否真正适合于当下的教育

与教学。这种现象在许多教育技术专家和研究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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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例如，教育技术专业的研究生在选择课题时，

往往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找一个“新的”或流行

的技术或产品，拿到某门课程中去试用，看能否提

高教学效果；而不是首先分析课程中存在什么问

题，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或技术来解决。当微博流

行的时候，我们就有不少研究生研究如何将微博应

用于学校内课程的教学。其实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

社会化交流工具，在非正式学习中可以扮演重要的

角色，但对正式的课程学习却未必多么适用。再

如，苹果公司刚刚推出 iPad和 iBook不久，我们就

有人迫不及待地声称，教育将被这些产品或工具所

改变，建议教师引入课堂教学，让学生人手一本，

而不愿冷静观察一段时间，等到正式的研究结果出

来或者该类产品成熟之后再进行推荐。又有，我们

在精品课程评估、教学评估、多媒体课件评奖和教

师讲课比赛等时候，硬性规定一些技术指标，而不

顾不同课程的教育教学实际等等。这些都是单纯从

技术出发思考问题的典型表现。

二、悲观的观点

如果说前一种观点主要来自于专家学者对历史

的回顾与理论的分析，第二种观点则主要来自教育

实践者对现实的观察和对盲目应用技术带来副作用

的反思。一线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发现，技术的引进

既没有像专家学者们预言的那样，给教育带来根本

性的变化，也没有明显地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反而

造成了诸多不良的影响。

早在 1913年，爱迪生就曾经预言：“不久将

在学校中废弃书本……有可能利用电影来传授人类

知识的每一个分支。在未来的 10年里，我们的学

校将会得到彻底的改造。”然而时间过去了约 100
年，爱迪生的预言落空了。

《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几年前再一

次预言：纸质书将在5年内消亡。现在看来似乎也

言之过早。

当电脑和互联网诞生的时候，很多专家学者都

做过相似的预言：人类的教育教学模式将在 10年

左右的时间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甚至认为将来连

教师也不需要，只需要电脑和各种学习机器就可以

了。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学校的教学依然如故，并

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根据有关统计，我国政府仅在“九五”期间，

对教育信息化的投入就高达500亿元左右，可实际

利用率不足10%，这种投入与利用的巨大反差说明

了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并没有起到人们所期望

的效果，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也没有因为信息技术

引入教育领域而发生改变。（赵勇等，2004）

有中学校长甚至声称：即使将学校的计算机和

网络统统撤掉，对他们学校的高考成绩也不会造成

任何影响。而国外的研究似乎也为这位校长的说法

提供了支持的证据。

美国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教育技术学教授罗塞尔

（Russell）核查了从1928-1998年70年间的355篇远

程教育比较领域的论文、专题报告和教学试验总结，

希望能够找出技术手段与教学效果的关系。这些研究

包括采用各种技术手段的远程教学课程。最后通过对

学生的测验分数、等级、学业表现以及学生满意程度

的比较，罗塞尔发现所有这些研究几乎都得出一个相

同的结论，即接受远程教育课程的学生和课堂面授的

学生相比较，其学习结果没有显著差异。这就是著名

的 “ 无 显 著 差 异 现 象 ” 研 究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henomenon）。以这355个独立研究的结果

作为论据，罗塞尔教授认为，技术手段的采用，并不

一定必然带来学生学习效果上的差异。无论远程教育

课程采用何种技术手段，其结果是一样的，即学生学

习成绩没有显著的不同。（王海东，2005）

有鉴于此，一些一线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对新技

术抱有一种消极、怀疑乃至拒斥的态度，在日新月

异的技术进步面前试图以不变应万变，往往更多地

看到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新技术的引进和应用

要花费过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效果却不一定

好，给学校、家庭和个人带来经济与精力的双重负

担。某大学的一位校领导戏称：教育信息化就是

“烧钱”，虽然还得继续烧，但也应该烧得更理性、

更有价值些。他们更多地关注教育教学中的现实问

题，认为技术无非是为教育教学服务的工具而已，

考虑问题应该从教育教学本身出发，而不是从技术

出发；主张“以教育为中心”，认为应该把主要精

力放在为解决教育教学中的真实问题寻找合适的技

术上，而不是放在为技术寻找应用的出路上。

那么，这两种观点到底孰是孰非，还是各有道

理？是专家学者们错了，还是一线教师们错了？技

术与教育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三、用包容性思考整合不同的观点

笔者在《新建构主义：网络时代的学习理论》

一文中曾提到，当人类面对矛盾和不同意见的时

候，常常会采取三种思维方式：第一种是批判性思

维，这种思维方式从寻找对方观点中的矛盾和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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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倾向于对他人意见的否定与批判，因而往往

容易引起无谓的争论。（王竹立，2011a）例如在关

于技术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一线教师认为某些专

家学者理论脱离实际、夸大其词，而专家学者却指

责一线教师固执守旧，对新技术抱有拒斥情绪，这

就是批判性思维的表现。

第二种是平行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主张避免思

维对立，大家同时朝一个方向思考。平行思维最典

型的代表是六顶思考帽：让一群人同时戴上某种颜

色的帽子，每一种颜色的帽子代表一种思考方向。

比如，戴上黄色的帽子，就表示要大家从正面去思

考，只想事物积极的方面；戴上黑色的帽子，大家

就都朝负面去思考，只想事物消极的方面；六种颜

色的帽子按照某种顺序依次替换，从而完成对某一

事物的多方向思考。（王竹立，2011a）

两分法也是一种平行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

采用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待同一个问题。例如，有

学者认为“‘教育’与‘技术’是现代教育发展过

程中的两个方面，是一对矛盾体。”（马万全等，

2009）一方面他们认为技术能对教育产生革命性的影

响，另一方面又承认技术在进入教育的过程中存在

诸多问题和障碍。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技术的研究也

总是急于追踪最新技术，一旦有新技术出现，我们

就会为了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而匆匆抛弃现有的技

术。从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

有三大弊端：其一，由于大多数技术本身并非专门

为教育目的而开发，将其用于教育领域必须有一个

二次开发和推广应用的过程，但由于人们‘喜新厌

旧’，使得很多或许会在教育中成功应用的技术在

其成功应用之前就轻易地被抛弃了。因此，有人认

为一些传统技术之所以没有实现教育价值，责任并

非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为了追逐新技术，没有

给传统技术发挥作用的足够时间与空间。其二，对

技术的应用来说，由于基于不同技术平台上的教育

教学内容和方法不能兼容，难以直接移植，因此，

这种情况就直接造成了当我们使用新技术时，实际

上也就完全抛弃了在旧技术平台上所开发的那些教

学内容和方法。其三，由于教育技术研究在传统上

过分注重某一技术的教学效果，其研究结果也往往

局限于特定技术范畴，而一旦该技术被更新替代，

有关研究成果的价值也就随之下降。（赵勇等，2004）

主张两分法的学者既看到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

影响，又看到技术在引入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种

种问题，但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第三种是包容性思维，是指将一些看似互不关

联、甚至互相矛盾的思想、观点、理论经过一定的

加工改造，使之互相兼容、有机组合、融为一体的

思维方法。具体做法是：“在一种理论或观点前加

上一个定语、修饰词或限定条件，使之能与另一种

理论或观点和平共处、互为补充。”（王竹立，2011a）

运用包容性思维方法，我们可以这样将两种看

似矛盾的技术与教育关系的观点统一起来。对第一

种观点，我们可以加上这样的限定词和修饰语：

“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在某种机缘际会的时

刻，某些技术的进步的确可以为教育教学带来革命

性的影响。”而对于第二种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表

述：“从当下的现实来看，在某个相对短的时间段

里，目前的某些技术进步尚不足以引起教育教学发

生根本性的改变。”将这两段话合并起来，我们就

可以得到一个统一的观点：“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

看，在某种机缘际会的时刻，技术的进步的确可以

为教育教学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但不是所有的技术

进步都有这样的作用，也不是在任何历史阶段，技

术都能扮演同样的角色。”

笔者认为，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混沌体，有很多

因素都在发挥作用，不是单靠某一个因素就可以改

变的，技术只是影响因素之一。在各种机缘际会的

时候，一个小小的技术发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之

后，有可能引起巨大的变革，就像太平洋上的一只

蝴蝶轻轻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在纽约造成一场大

风暴一样。这时，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

的。但这只蝴蝶当时如果在不同的地方扇动翅膀，

或者在同一个地方不同时刻扇动翅膀，可能什么都

不会发生。如果没有众多因素的参与，单靠某一项

技术革新还不足以造成这样的“滚雪球”效应。

笔者将技术分为革命性技术和过渡性技术两大

类，有些技术革新具有革命性意义，有些技术革新

只具有革新性意义。革命性技术是比较少的，在前

一个革命性技术和下一个革命性技术之间，大量的

技术进步都属于过渡性质。例如，蒸汽机的发明导

致了工业革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现代

教育和科技的繁荣，这些技术都可以视为革命性的

技术；而电影电视的发明，虽然意义重大，但对于

教育来说，还不是革命性的。正如郭文革指出的那

样，尽管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传播技术在信息传播

的速度与范围，以及由“单媒体” 变成“多媒

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由于其制作技术的

复杂、成本的高昂和不利于双向传播等缺陷，使其

在推进教育变革方面作用有限。（郭文革，2011）

【理论经经纬】技术与教育关系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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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容性思维方法来看待技术与教育的关系，

我们可以对技术的飞速发展持一种更理性更灵活的

态度。一方面，从宏观上我们不否定专家学者们的

研究成果和理论分析，但对专家们得出的结论不宜

片面理解，对其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应该加以限

定；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应充分尊重一线教师和教

育管理者的意见，在推动教育信息化方面不搞形式

主义，不“一刀切”。我们不应不加选择地追捧一

切新技术或新产品，而应运用思维与洞察力，在琳

琅满目的新技术中寻找某种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技术，甚至对这种革命性技术作出预测。我们应向

教师推荐合适的技术而不是最新的技术；向技术开

发商和供应商提出更多的建议和要求，而不只是为

他们的产品作宣传和代言。我们应走在技术的前

面，而不是总跟在技术的后面，我们应在技术发展

道路的前方等待它的出现与成熟；一旦发现这种技

术出现与成熟之后，我们就应率先采用它并积极推

广它，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时代的领袖而不是跟风者。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我们平时不紧跟技术发展的

步伐，我们就会落后于时代。当真正的革命性技术到

来的时候，我们也许早已被抛在后面了。这是当下不

少教育技术人士所持有的观点，笔者称之为“技术焦

虑症”。这种看法似乎有理，但仔细分析也不尽然。

革命性技术并不是过渡性技术循序渐进发展的结果，

技术的进步往往是跳跃式的，而不是渐变式的。新技

术的出现，可能导致旧技术的“武功”全废。例如计

算机操作系统，从最开始的 DOS 系统，到后来的

Windows系统，还有苹果的操作系统，之间并无多少

必然的联系。现在学习电脑的人并不需要从学习DOS
系统开始，习惯了Windows系统的人重新学习苹果操

作系统反而会感到困难。而且现在技术的“半衰期”

越来越短，如果我们不加选择地盲目跟踪新技术，会

造成时间和精力不必要的浪费。

事实上，技术进步并没有使技术变得越来越

难，而是越来越容易。今天年轻的一代数字化原住

民之所以比我们更快地掌握某些最新的技术和产

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用花时间学习我

们曾经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学习的“过时”的知识与

技术。那种为了“跟上时代”而不断追踪尚未成熟

的新技术的做法并不明智，我们大可从容等待技术

和产品变得更成熟和廉价之后再予采用。还需要补

充说明的是，所谓革命性技术与过渡性技术的划

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也许一种技术在

某一方面是革命性的，在另一方面又是过渡性的，

这需要在实践中细细甄别。

四、下一个革命性技术到底是什么

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互联网的诞生是有史以

来最伟大的变革之一。郭文革指出：“互联网是所

有传播媒介技术的集大成者。它传播速度快、传播

范围广、表达符号丰富、记录准确、支持双向传

播。这些优势集中在一起，使互联网在记录、表达

和传播结构上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特征，彻底改变了

原有的社会传播生态环境，也必将引起学术研究和

教育教学的革命性变革。”（郭文革，2011）

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确实给教育领域带来了

诸多变化。例如，学习的途径与方式比以前增多

了，学习的内容与资源比以前更丰富了，时间与距

离越来越不成为教育教学的障碍，信息的储存、传

播、复制、加工等越来越快捷方便。但这些都还是

量的变化，质的变化并没有发生。迄今为止，互联

网改变得更多的还是非正式学习和非正规学习，对

教育尤其是学校教学的改变还不够大。在大多数学

校里，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都没有发

生多大改变，国内国外都是如此，以至于我们常常

听到这样的感叹：教育是一块最保守的领域。

真的是这样吗？是教育保守、教师保守，还是

教育本身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抑或我们的技

术变革还没有触及到教育最本质的部分？

与前一个技术进步的产物——电视比较，互联

网既保留了其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和多媒体呈

现形式等优点，又克服了其技术复杂、成本高昂以

及不支持双向互动的缺陷，理应成为教育变革的革

命性因素。但笔者以为，目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还

欠缺那么一点点“火候”，如果这个“火候”一

到，教育的根本性变革或许真的就会来临。

众所周知，目前以班级授课制为主体的现代教

学制度是工业化时代留下的产物，其最大的优点是

高效、低成本和规模效应，有利于满足工业化时代

对大量专门化人才的需要。但在信息时代，这种以

前行之有效的制度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

要。今天对人才的要求是具有个性化知识结构和创

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不再是生产流水线上的“熟

练工”与“标准件”，这在班级授课制下是不易做

到的。应该说，时代已经对教育变革提出了要求，

现在所缺的是实现这种变革所需要的技术条件。这

种技术条件其实也已经初步具备，但还没有发展成

熟。这种最具革命性意义、能起到“临门一脚”作

用的技术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就是能走进千家万

户、实现双向乃至多向互动的视频会议系统。事实

.. 29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2年2期／总116期

上这种系统已经存在，但价格昂贵、性能还不稳

定、操作还不够人性化、功能还不太齐全，还没有

满足笔者所认为的“合适的技术”的三项条件：高

性价比、低技术壁垒、能满足各种教育教学的需

要。（王竹立，2011b）一旦这种技术走向成熟，那

么校园式的学校和集中式的班级授课制就再无必

要，学校的围墙就真正被推倒了，个别化教与学就

可能真正出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不再需要教师讲授，教学

可以由机器来代替。笔者认为不是所有的知识都适

合自学或讨论，即使是在技术支持下的自学和讨论

也还不够。以笔者原来从事的医学教学为例，许多

专门化的、结构严谨的知识，采用讲授的方法比讨

论和探究的方法效率要高、效果也更好。未来的教

师不是走下讲台而是走上屏幕。未来的“讲台”可

以不在课堂里，而在教师的办公室或家里，甚至任

何地方；学生的“课堂”也可以不在教室里，而在

家里或任何地方，只需要有一个移动的视频终端；

未来的讲课也不像现在这么正式，而是更加灵活多

样；未来的师生关系也不像现在这么固定，而可能

随时发生角色互换；未来的学校甚至可能有制度而

没有校园；但不管如何变化，教师的讲授还是必要

的，并且有可能一直存在下去。

我们可以想象未来教育教学的情形：我们每个

人既可以单独与教师进行“一对一”的视频教学与

讨论，又可以参加网上虚拟班级的“集体”学习。

这些班级的学员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不固定

的，大家在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一起上课时，彼此都

能看到，并可以像在现场一样进行对话、交流、互

相激励。视频终端的屏幕可以挂在家里的墙上，也

可以拿在我们的手上，或者将视频影像投射到我们

面前的一张“纸”上。这种技术让我们虽身在世界

各地，却宛如坐在同一间课室。它比“第二人生”

那样的虚拟现实技术更具有真实感，因为参与者就

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屏幕里一个虚拟的人型。未来

这种视频会议系统就像现在的电视一样，可以进入

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到那时，班级授课制并不会

彻底终结，毕竟在一个团队中学习比一个人学习更

有效率，对一群人讲课比对一个人讲课更有激情，

毕竟社会仍然需要一些正规和正式的教育；但肯定

会发生变化，未来的班级更可能变成一个个类似于

虚拟社区一样的组织。

当这样的技术出现之后，将不再会有任何革命

性的媒介技术出现了。既然互联网已经是所有媒介

技术的集大成者，既然信息的传播速度与范围已接

近极限，并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感官对信息接收与

处理的能力，如果再加上多向视频会议系统与移动

终端技术的臻于完美，那么，那些旨在提高信息传

播距离与速度、改善信息物理质量的技术将不再重

要。这就好比当人类的照明系统从烛火发展到汽灯

再到电灯之后，照明已经达到足够的亮度，再提高

灯泡的亮度已经不再重要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同时获得解决，那就是教育

评价方面的变革。班级教学制时代那种既方便又快

捷的统一试题、统一时间的考试评价方式，对数字

时代多元化、个别化与碎片化的教与学已经不再适

用。笔者曾指出，网络时代的学习策略是零存整

取、化零为整，那么未来的评价体系也应该走零存

整取的道路。最近国外教育界关于建立学分银行的

设想与研究值得重视。

五、寻找技术与教育之间的平衡点和结合点

技术与教育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各有其内在的

本质与发展变化规律。在技术与教育的关系上，之

所以存在不同的观点，是因为各自所处的位置不

同、看事物的角度不同。技术专家往往从技术本位

出发，希望教师和教育迁就技术，要求教师改变习

惯的认知与行为模式，以适应技术的发展变化；而

一线教师和教育管理者从教育本位出发，希望技术

服务于教育教学，要求降低技术壁垒、提高性价

比、提供更完善的功能。关联主义学习理论的提出

者乔治·西蒙斯指出：“在我们的组织技术和学习

结构中，我们经常由供应商控制学习——他们控制

工具的整合。这样就造成了工具驱动我们能做什么

（而不是我们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来驱动技术）的

状况。……雇员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是受所选工具的

功能所驱动的。我们希望有多种选择，而工具通常

呈现有限的功能。更遗憾的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常

让位于工具。”（G·西蒙斯，2009） 从历史的角度来

看，两种观点各有偏颇。某种意义上说，技术与教

育的发展史就是技术与教育不断靠拢、互相影响的

历史。一方面教师和学生不断学习和掌握新技术以

提高教与学的效果，另一方面技术也通过不断人性

化、智能化、廉价化来向公众靠拢。一旦这两方面

的努力达到某个平衡点或结合点，就会激发出变革

的巨大能量，此时技术就会在教育教学领域迅速普

及，并深刻影响教育教学的内容与形式。

以多媒体软件技术为例，技术专家们曾向教师

推荐过Authorware、Flash和VB等多种多媒体制作

工具，但最后胜出的却是专家们起初并不看好、认

【理论经经纬】技术与教育关系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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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于简单的PowerPoint（PPT）。PPT之所以能够

得到普及，关键在于它符合笔者所提出的“合适的

技术”的几条标准：第一，易学易用，教师只需要

具备一般的计算机操作知识；第二，成本低廉，现

在每一台电脑都自带有 PPT，无需另外安装和付

费；第三，功能强大，能满足大部分教学需要。它

集成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介

形式，幻灯片显示的方式也符合一般的讲课与阅读

习惯。PPT的成功正是多媒体技术与教育教学互相

靠拢、找到最佳平衡点与结合点的结果。

人类知识积累到今天，已经高度结构化和抽象

化，专家型教师高水平和艺术化的讲授和指导必不

可少，而目前的技术为开展远距离的、高度互动

的、既各自分离又具有现场感的讲授式教学提供的

支持还不足够，这就是专家们多次预言的教育的根

本性变革还没有到来的真正原因。只有当这样的技

术出现并成熟，技术与教育之间新的平衡点和结合

点才会出现。

六、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应该走向何处

我们讨论技术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为理

论而理论，落脚处还是在于改进我国教育信息化的

实践上。长期以来，受“技术中心论”思维的影

响，我们推进教育信息化的方式不外乎买设备、上

系统、建环境、用平台、开发资源，然后采用项目

招标或行政推进的方式，半强制性地要求教师应用

新技术、新设备，采用专家们推荐的教学模式进行

教学。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我们一厢情

愿地认为，只要引进了新技术、新观念，教育教学

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学校购

置的设备、平台使用率不高，通过项目招标开发的

精品课程、教学网站、教学资源往往在项目评审结

束后就被束之高阁，未能充分发挥其效用；而专家

们还在一味地推荐新平台、新设备、新技术，让一

线教师目不暇接、疲于应付，重复投资、重复开

发、重复建设的结果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

不可否认，在教育信息化的初级阶段，我国这

种借助行政力量由上至下的推进和发展模式，在迅

速改变我国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落后方面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功不可没。笔者对此没有半点否定的意

思。现在教育技术界同仁也都认识到应该从买设

备、建资源转移到教育应用上来。但很多人仍然沿

袭过去的发展模式和思维定势，效果当然不佳。因

此，重新思考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更理性和全面地看

待技术对教育的作用对今后的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过去那种见物不见

人、由上而下、统一步调的发展模式，鼓励广大一

线教师根据本学科的实际，自主地开展教学信息化

实践活动。我们应该转变资金投放思路，变资助项目

为资助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

通过已经取得成功的项目去搜寻有前途的科学家，以

确认和加速有价值的发展领域。英国也是如此，该国

的医学研究会认为重要的是“挑选人，而不是项

目”，并用不断增加的资助促进科研成果的取得。（默

顿·迈耶斯，2011）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我们可以在一

线教师中寻找一大批已经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上取

得一定成绩、对教育技术应用充满热情的优秀教师，

给他们以持续的政策支持与经费资助，以促进他们在

教育信息化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并通过他们的示范

效应来推动整个教育系统的信息化实践。这样做的好

处在于：教师会根据各自学科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仅

仅从理论出发来开展技术支持的教育教学活动，教师

自身开发的教学资源将更有价值、更切合实际，教师

自己管理的平台和网站才会得到他们持续的更新与维

护。只有当教师不是为了应付检查和完成项目，而是

为了个人的兴趣和实际需要来从事教育教学改革，才

能真正令他们投入不懈的热情和精力，才能避免不必

要的挥霍与浪费。

作为教育技术的研究者，我们可以在教学信息

化实践中起到理论引领、实践示范、技术支持、成

果推广、总结反思等作用。笔者曾对与技术相关的

人士进行分类，认为在技术领域有这样四种类型的

人：第一种是技术的开发者，他们是技术设计师和

开发商；第二种是技术的推广者或引领者，他们大

都是技术的行家和发烧友，他们的作用是将新技术

介绍给大家，比较多地从正面肯定技术的价值、作

用和功能；第三种是技术的应用者，比如普通大

众、非技术类的学科教师等；第四种是技术的反思

者，这类人更多地来自教育教学第一线，是教育教

学的研究者，他们更多地从反面看待盲目使用技术

带来的副作用，主张理性对待技术、合理使用技

术。在教育技术界，第一类人很少，第二类人较

多，第四类人不多，但有开始增多的趋势。

笔者认为，作为技术与教育之间“桥梁”的教

育技术人士，应该既是技术的推广者和引领者，同

时还应该是技术的反思者。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强调

应用新技术新产品，而应该对新技术新产品进行理

性分析、精心筛选，将最合适而不是最新最贵最

“高级”的技术推荐给社会大众和一线教师。我们应

该谦卑地置身于教师之中，而不是以专家身份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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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之上；我们应该跟一线教师在教学信息化道

路上携手同行，而不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自娱自乐。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行政管理者突破传统的

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桎梏，不拘一格启用人

才，鼓励一大批“明星”教师脱颖而出，在教育信息

化领域里各领风骚；还要鼓励教育技术研究者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学术理想开展自主研究，造成学术上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改变由少数权威专

家与行政官员主导信息化实践的僵化局面。只有这

样，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新阶段才会很快到来，教育发

生根本变革才有了制度与文化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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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Wang Zhuli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is a core issu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echnology had a revolutionary impact on education reform,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today's education
should be technology-centered. Inclusive Thinking Method is effective in integrating the two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technology first"
and "education first". Technologie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broad categories of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and transitional technology;
the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is domestic multi-way video conferencing system and mobile video terminal technology. We
should find a balance or junction point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he promotion pattern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in
China should be changed from "funding the project" to "funding the person".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orkers should be a
leader or promoter of new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a reflective thinker on the technology.

Keywords：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Education Reform;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Video Conferencing System; Inclusive
Thinking Method

全国新媒体传播类学科实验教学高峰研讨会在三亚召开

本刊讯 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影视传媒专业委员会和科讯网世界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数字时代的巨变”——

新媒体传播类学科实验教学高峰研讨会于2012年2月18-19日在海南三亚举行。科讯集团董事伍健辉先生，科讯网世

界有限公司董事、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协会亚太区理事林国联先生，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副会长、影视传媒专业委员会

会长杨改学教授，中央电化教育馆馆长王珠珠女士，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秘书长刘雍潜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博

士生导师任友群教授，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总监卓伯棠教授，日本京都造形艺术大学小川真司教授，松下电器（中

国）有限公司广播电视系统营销公司总经理数治先生等与近60名来自全国各地传媒院校的领导共同参加此次研讨会。

刘雍潜先生、伍健辉先生和数治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王珠珠女士作了题为《新阶段教育信息化的新任务》的

主题报告，从新时期、新目标、新主题三个方面解读了教育部启动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认为有效教学是

传播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任友群教授认为学科发展要有基本的学科规范，学科的投入要增加，学生面向的职业选择要

有所侧重，要有自己的特长；教育技术与传播研究应融合多个学科，而非固守在狭窄的专业化范围中，要紧紧围绕技

术促进学习这个核心。卓伯棠教授就香港影视媒体院校的建设情况阐述了他的观点，指出培养创意人才是教学的重点

和目标。小川真司教授和陈德山先生分别就日本教育机构的影视教育现状和中国广电行业发展及所需人才问题作了

发言。小川真司教授认为优秀人才不应该被学校既存形式束缚，应具备灵活思维和行动力。各地传媒院校的领导就新

媒体传播类学科实验教学进行讨论。 （杨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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