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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技术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
在过去的100年里，几代从业者将毕生的智慧奉献给自己所热爱的家园。
这其中，有令人振奋的辉煌也有耐人寻味的曲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历史不仅是集体记忆，更是集体智慧。
这些超越时空的集体智慧不仅是对现实的观照，更蕴含着对未来的憧憬。
对一个学科而言，自觉地在历史中寻求学科发展的轨迹，提炼历史的智慧，不仅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更是一种睿智的选择。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芬恩等美国教育技术大师面对教育技术研究领域思想的混乱，倡导开展
历史研究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由此涌现出了塞特勒、伊利等一批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的开拓者，留
下了《教学技术的历史》、《美国教育技术的演变》等经典之作。
这些研究不仅积累了大量史料，而且系统地整理和揭示出美国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内在逻辑，
更重要的是唤起了教育技术专业人员对历史资源的重视和对理论研究的兴趣，推动和促进了教育技术
研究在反思和自我意识中走向清醒与成熟。
　　诞生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早期视觉教学、听觉教学、影视教育，是如何伴随着视听媒体传入中国
的？
进入中国的文化、教育土壤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又如何在中国当时文化泰斗、教育家、教育行政官员们的引领、改造下，创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
教育？
对后来中国电化教育领域和电化教育学专业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源，是必须认真搜集、整理、研究和传播的。
　　中国早期电教起步并不晚，而且从一开始就得到蔡元培、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的关注和指导。
这些大师十分强调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保存，多次指导和帮助魏学仁、孙明经等人用文本或影像记录
当时发生的国情民生与社会文化变革。
孙明经于20世纪40年代末发表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实验》一文，生动、详细地记述了金陵大学的电
化教育发展过程和重要成果，而他的《万里猎影》更是形象地记录了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国情民生，
为后世了解当时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此外，宗亮东、宗秉新、蒋社村、赵光涛等早期电化教育研究者亦十分重视历史，不仅用历史研究的
方法探究美国视觉教育的起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而且在著作中记录了我国当时的电化教育进展情况
。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电化教育在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断层，致使早期电化教育的历史资源
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诸多珍贵的文本和影像资料如同散落的珍珠，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不
为人所知，因而时有历史的误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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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影音教育中国之路探源：关于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史的理解与解释》所指的早期电化教育起止时
间为1917至1949年，原因是1917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摄制教育影片，这是中国电化教育最早的萌芽；1949
年，由于政治体制的变更，电化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有较大的转型。
《影音教育中国之路探源：关于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史的理解与解释》的指导思想立足于“理解”与“
解释”这对历史哲学范畴。
“理解”注重探究历史人物的动机、意图、思想和历史事件的意义，体现的是意义性和人文关怀精神
；“解释”注重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和总结，体现的是因果性和科学精神。
在历史哲学发展史上，以享普尔为代表的解释派和以柯林武德为代表的理解派长期以来水火不容，但
在多元并存的当今时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理解与解释是对历史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认识和解读，
二者是互补的而非对立的关系。
笔者希望从人文并科学的角度对中国早期电教史进行新的历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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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4年，金陵大学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密切合作，成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金陵大学理学
院教育影片摄制推广委员会”，制定了教育电影计划，正式开始自制中国教育影片。
金陵大学理学院是具体工作的承担者，由金陵大学化学系潘澄侯教授主持，生物系范谦衷教授协助，
专修影音相关课程的孙明经当年从金陵大学毕业，加入此项工作，担任摄影师。
影片摄制计划为：“一、大多数之自然科学影片，以中小学生为假想之观众。
自然科学课程标准，既经教育部定，则课程内容大致相同。
制成之片，无论何校，均可采用，以辅课室教学之不逮。
二、对于民族精神固有文化，国防化学，特有之工业，加以提倡与宣传。
三、卫生影片，为民众教育馆最适宜映放之影片，夏季苍蝇、蚊虫虽人人恶之，然疟疾、霍乱等症之
传染，十九不知为蚊蝇之所赐。
四、国内之建设，不论其为公路、水利、风景等等，映之国内使人明政府之努力，增其信任之心。
映之国外，使侨胞乐于归国投资，并改变外人对吾心理。
”　　到1936年，金陵大学理学院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代摄了《蚕丝》（2卷）、《陶器》（1卷）、
《西湖》（1卷）、《酱油之速酿》（1卷）、《皮革》（1卷）、《防毒》（3卷）等。
其中国防常识片《防毒》流传最广，拷贝超过了100部。
　　1936年，金陵大学理学院成立了教育电影部。
该部前身可推至1930年成立的推广委员会员，该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广科学教育电影。
1934年，推广委员会改组为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专司电影拍摄和放映工作，主席为潘澄侯，副主席
为范德盛，委员包括魏学仁、孙明经等9人，另还有干事4人，助理3人。
由于该委员会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教育部进行合作，社会服务量日益增多，所以扩展为教育电影部
。
教育电影部分总务、编译、摄制、流通四组，由潘澄侯、裘家奎、孙明经、段天煜分别主持。
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大学电教服务走向专职化和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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