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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该书以山东省教育厅立项课题“信息技术价值观研究（J05R05）”为基础，通过进一步文献分析、理
论思辨、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立足于教育的视角，对信息技术价值观的内涵、结构进行了理论的梳
理，并依据信息技术价值观结构编制出信息技术价值观量表，借此对当前教育领域的三大主体：教师
、学生和家长的信息技术价值观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进而基于现状的分析，提出了科学信息技术价
值观的培养策略。
由于信息技术价值观属于技术哲学的范畴，可以说本书是一本从教育的视角研究具体技术哲学的专著
。
本书正文共分为五章和一个绪论。
绪论部分主要对信息技术价值观研究的定位、对象、意义、内容和方法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一章分析
了价值、价值观和技术价值观，为整个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信息技术价值观的概
念、特点、形成过程和科学信息技术价值观的评判标准，并构建出信息技术价值观二维结构；第三章
主要分析了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信息技术价值观调查量表的编制过程；第四章利用信息技术价值观
量表，结合质性研究，分析了教师、学生和家长的信息技术价值观现状；第五章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
，归纳出影响信息技术价值观的因素，并提出了科学信息技术价值观的培养策略。
本书主要编著者：张景生，提出写作主旨，确定全书框架，撰写前言、绪论，参与对每一章节的修订
工作，并对全书进行统稿。
徐恩芹，协助确定本书的内容框架和统稿，参与撰写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
李娟，协助确定本书的内容框架和统稿，参与撰写第二章，第四章和第五章。
赵厚福，参与撰写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五章。
冯天敏，参与撰写第一章，第四章和第五章。
程桂芳，参与撰写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并引用了国内外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价值观研究属于哲学范畴，而当前哲学领域的价值观研究几乎很少涉及到信息技术价值观，即使
在技术哲学领域鲜有专门研究信息技术价值观的专著，再加上作者能力所限，本书肯定会存在诸多的
问题和不足，或很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能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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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信息技术价值观的概念、特点、形成过程以及科学信息技术价值观的评判标
准进行了分析，构建出信息技术价值观二维结构，编制了信息技术价值观量表，分析了教育领域三类
主体的信息技术价值观现状，提出了科学信息技术价值观的培养策略。
 本书数据详实、内容丰富，是一本从教育的视角研究具体技术哲学的专著，可供广大的中小学教师和
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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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关于用“属性”界定价值“属性说”认为，价值并非客体本身，而是指客体所固有的某方面
属性和功能，这种属性和功能不因为主体意愿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这种观点突出价值的客观性，把价值理解为客体的功能和属性，重视了客体的作用，却忽视了主体的
作用。
因为同一客体的属性对不同主体的价值不同，对不同条件下的同一主体的价值也不同，所以价值不能
仅仅从客体的功能和属性来解释。
另外，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那些功能和属性，还是指客体的有用性，马克思说：“物的有用性使物成
为使用价值”。
客体的使用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但我们不能说使用价值就是哲学价值，因为使用价值不
能概括全部价值。
例如，要把道德的价值说成使用价值就很困难，道德是以利群为特征的，高尚的道德要求个体为群体
献身，必要时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至于生命。
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如此。
“成仁”、“取义”是高尚的，但与世俗社会的有用、实用、实惠观却是矛盾的。
如文天祥“成仁”“取义”，流芳千古，为后人传颂，但他的死，无助于挽救南宋王朝的灭亡，所以
说道德的价值是“有用”或“实用”，是不妥当的。
可见，这种观点把客体的价值凝固化了，带有一定的机械性，因而不能解释复杂的价值现象。
4.关于用“劳动”界定价值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价值是指“商品中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
以“劳动”定义价值的观点正是据此而来。
哲学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哲学价值除了经济价值之外，还有天然产品的价值
、非交换的人工产品的价值以及道德、审美等精神价值和人的价值等。
由此，哲学价值的外延比经济价值广得多，不能以经济价值作为哲学价值。
所以用经济学中的“价值”来界定哲学中的价值观点，就没有弄清楚哲学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系，也
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5.关于用“关系”界定价值用客体与主体的特定或特殊关系界定价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论
述价值的时候把价值等同于价值关系，这是不科学的。
因为价值指的是客体或某物有价值，价值关系则是指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指主体
又指客体，不能把某物有价值说成有价值关系。
说某物有价值通常是说它具有正价值，说某物有价值关系等于没有说，因为任何一种东西都可能与主
体发生价值关系，至于什么样的价值关系则不明确。
因此，“用关系界定价值”把价值与价值关系等同，也不能明确解释价值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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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技术价值观研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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