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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教育学科的大家族中，读教育技术学的博士绝不是件轻松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
尤其是从事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方向的研究，更是苦不堪言。
　　理由有三：其一，教育技术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很不成熟却又发展很快的学科，尤其在基础理
论研究中，各相关学科的概念、理论都被引入，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同生共长，因此必然
处处是战场，被大家所公认的基石都不多见，这决定了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难度；其二，教育技术学
在中国至今还是一个“重技术，轻理论”的领域，基础理论的研究经常被边缘化，并常遭冷嘲热讽，
要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显然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其三，现今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到
处都是急功近利的风习，而在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里，从事基础理论的研究最忌的就是急功近利！
　　面对这三方面现实，在教育技术学领域攻读博士、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不能不让绝大多数人望而
却步。
但是，在这样一个应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领域里，基础理论研究更是万万不可缺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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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教育技术学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著作。
全书涉及教育技术的本质、教育技术学研究对象、技术与教育的关系、学科性质、学科历史、与相关
学科的关系、主要实践领域、研究方法、基于设计的研究、学科未来等基本理论问题。
作者认为，教育技术是技术的子集，教育技术学是以教育技术问题为对象的、横跨科学与技术两大部
类的新兴交叉学科，是以教育问题解决为目标的应用学科。
作者首次明确论述了三类教育技术问题与三种教育技术学研究立场。
作者认为，如果教育技术学因自己的学科使命、研究目标以及研究对象而属于教育科学的话，那么，
教育技术学因学科的研究取向与研究方法而属于技术科学。
作者主张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应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将科学方法与技术方法有机统一，突
出问题解决，提升学习质量与绩效，促进人类发展。
作者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是教育技术学的核心研究方法。
关于教育技术学的未来，作者持审慎的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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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观念的分析——教育技术究竟是什么　　第一节 技术概念探源　　技术是教育技术的上
位概念，教育技术在英文中是“Educational Technology”，其中Educational是形容词，用来修
饰Technology。
因此，技术是“教育技术”一词中的主词，是教育技术概念的核心。
由于人们在对技术本质认识上的含混，势必会影响对教育技术本质的正确把握。
因此，要把握教育技术概念及其历史演变，必须从技术概念入手。
　　技术究竟是什么？
从历史上看，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哲学命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甚至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命题。
而考察技术的词源，从哲学角度思考和分析这个概念及其内涵，无疑有助于理解技术的本质。
　　一、技术的古典含义与现代意义　　讨论教育技术，对“技术”一词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technologyr是由techno和logy二词根合成的。
techno源自希腊文techne，含有art（艺术）、craft（工艺）或skill（技巧）等意思。
古希腊人用这个词来表示一特定的活动或一类知识。
柏拉图认为teehne和episteme（有系统的或科学的知识）有密切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techne是指系统地运用知识来从事有智慧的人类活动。
由此可见，techne不仅指工匠的活动和技巧，而且指包含脑力活动的艺术创造和精细的艺术。
英文logy是一个后缀，常用来表示一个学科、理论或学术领域。
因此，technology并不仅仅指产品，也包括过程。
产品只是technology的结果，而过程蕴涵着technology的思想、方法和技术，二者均是technology的一个
方面，都不代表technology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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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在借鉴、参考国内外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本人这些年从事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实践，《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试图对困
扰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对教育技术学这一年轻学科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作出尝试性
的回答。
　　教育技术学是20世纪初期随着视听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年
轻的交叉学科。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教育技术学专业，拥有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教育技术学研究正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研究成果日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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