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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院校教育技术学专业的系列教材，经过全国各高等院校教育技术学系或专业诸多教师多年的
努力即将问世。
这是我国教育技术学这门学科和专业成熟的标志，也可以说，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有了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课程结构。
当然，由于这门学科和这个专业在我国发展的比较晚，理论体系和课程结构还要经过实践不断地修改
和充实才能日臻完善。
　　教育技术在国外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名称也几经修改。
我国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电化教育的名称从国外引进的。
至今也已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
开始仅仅从教育的媒体着眼，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在教学中应用，因为幻灯、电影等媒体的声像信息是
通过用电的设备表现出来的，所以把它称为电化教育，并一直沿用。
但随着学科、专业的建设需要和电教事业的迅速发展，教育技术学这个名称越来越多地为广大专业教
师和电教工作者所接受。
　　传统教育的教育过程基本上是由教师、学生、教育内容三个基本要素构成。
但是，随着教育内容的复杂化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教育的教育过程已经不是由上述三个要素
构成，必须增加教育技术这个要素。
因此，教育技术的应用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教育技术学是现代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成果。
教育技术的参与，虽然没有改变教育过程的实质，但却改变了整个教育过程的模式，改变了教育过程
的组织序列，改变了分析和处理教育教学问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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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传播学》述了：教育传播学是教育与传播领域中的一门新兴学科。
《教育传播学》结合我国实际，对该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全书共分13章，1至3章从整体介绍教育传播的概念、系统与过程；4至10章分别剖析教育传播过程的各
个要素，包括教育传播信息、符号、媒体与通道、教师、学生、环境、效果等；11至13章是教育传播
应用研究，分别探讨了教育传播理论在课堂教学、远距离教学和自学中的应用。
《教育传播学》是高等师范院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教材，并可供电化教育工作者和广大教师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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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计算机语言第三节 非语言符号一、非语言符号的类型二、非语言符号的特性三、非语言符号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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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教育传播媒体概述一、媒体、教育传播媒体二、麦克鲁汉的媒体观第三节 教育传播媒体的分
类和特点一、教育传播媒体的分类二、教育传播媒体的特点第四节 教育传播媒体的功能一、戴尔的《
经验之塔》理论二、教育传播媒体的一般功能教学活动建议第七章 教育传播中的教师学习目标第一节
教育传播中教师的角色一、教师是教育传播中的“把关人二、教师的性格特征三、教师的基本任务和
应做好的工作第二节 教师的传播行为一、教育信息的收集二、教育信息的加工三、教育信息的传递第
三节 教师的素质要求一、热爱教育传播事业二、具有比较渊博的知识三、掌握教育传播技术四、具有
高尚的道德情操教学活动建议第八章 教育传播中的学生学习目标第一节 教育传播中学生的角色一、
学生是受播者二、学生的传播行为三、学生的素质要求第二节 学生的信息加工过程一、信息加工系统
二、人的信息加工系统三、学习信息的流程第九章 教育传播环境第十章 教育传播效果第十一章 课堂
教学传播第十二章 远距离教育传播第十三章 自学传播参考书目中英文对照名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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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模糊限制的语义，用传统的精密数学是无法度量的。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扎德（L.zadeh）在1965年发表的“模糊集合论”中力图找出模糊语义的度量方法。
他提出“隶属度”的概念。
用“1”表示属于某个集合，而“0”表示不属于这个集合，0和1之间的小数表示接近该集合的不同程
度。
比如，对于年纪基础数据（岁数），“很年轻”这个模糊集合有如表5—1的隶属关系：　　由此可见
模糊理论的发展与应用，可以对日常语言进行数学描写。
这就有可能使计算机接受一部分自然语言的模糊表述，从而大大提高人们编制程序的效率。
因此，使用模糊语言的计算机，就成为具有高度灵活性的信息处理机了，今后的计算机不仅是用来进
行数值计算，而更主要的是进行信息处理，包括巨量的语言文字处理。
因而，计算机易名为“信息处理机”，也许更恰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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