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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随着现代远程信息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交互性的发展，以及它们与现代教育的结合
，催生了传统远程教学模式的变革：从关注因距离带来的结构性限制，到日益强调教学过程的相互作
用；从着眼于如何通过标准化的操作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到逐渐转向注重学生学习的个别
差异以及基于个别差异基础上的团体互助与协作；从单纯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到日益关
注师生之间的人际互动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从将教师的角色界定在制作学习材料包的课程开发团队成
员，到日益突出教师及时而灵活地促进远程学习者的学习。
技术革新成为变革的动力，同时也为认知的改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一、教育信息化实践与远程多媒体教学策略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卫星作为教育传播媒体已
经实现，计算机技术也介入了教育领域，传统远程教育发生了范式性转换。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络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数字音像技术以及数据库技术相继出现，并相互融合，为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更加光辉
的前途。
以互联网络为基础的基于多媒体信息技术整合的第三代远程教育得以迅速发展。
尽管目前面授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教学形式，但网络教育也同时成为目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
重要教育性形式①。
　　（一）教育信息化实践　　在美国，2001年约有90％的公立高校均提供了电子媒体的远程教育课
程，相对于1998年的70％②有了长足的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通过网络接受学历教育的人数在1994～1995年达到75万多人，1997～1998年超过l00万
人，2002～2003年这一数字刷新到180万③。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公布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公立中小学远程教育课程调查表明，美国总
计15040个公立学校学区中大概有l／3的学区有学生选修远程教育课程，8200所公立学校有学生选修远
程教育课程，约占全国总数的9％，选修学生约有32。
8万人。
规模较大的学区有50％存在学生选修远程教育课程的情况，高于中等规模学区（32％）和规模较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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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技术和认知的基本关系出发，运用大量的已有研究成果，探讨了远程多媒体教学的地位、基本
构成及有效的具体化处理方法，论述了远程多媒体教学策略的“生成性构成”（操作、调控与元认知
）-“内容性表现”（解释性定向、行动性定向和问题性定向）-“参与性演进”（环境创生、交互作
用、绩效支持和知识管理）及其核心教学变量。
指向空间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生成性、指向外延类别形态的内容性，以及指向时间流程的参与性
构成了远程多媒体教学策略的三维立体结构，反映出远程多媒体教学中技术与认知的内在关联。
    本书可供从事教育学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研究的科研人员、中小学教师，以及高校教师、研究生和本
科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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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学系统和远程多媒体教学系统　　远程多媒体教学策略依存于远程多媒体教学系统的构
成。
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远程多媒体教学系统既与之有共同属性，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特性。
随着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运用于教学，在远程多媒体教学之中，出现了一对非常奇特
的矛盾：一方面，在现实实践操作中，教学占据核心位置；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教学却在失去自己
位置而被遮蔽。
本部分拟在探讨远程多媒体教学系统的构成及其与传统课程面授教学系统的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从
基于因果论的“为什么”和基于目的论的“是什么”两个层面分析远程多媒体教学策略在远程多媒体
教学系统所处的核心地位。
　　1.1　从“传授”到“交往”：教学与教学系统的演进　　自教育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活动以来，
教学也就成为教育的核心问题。
在中国古代，教学一直是根据特定教育目的培养人才的主要形式或途径，因此对教学的实质进行了探
究，并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比如王夫之就提出，学生是学教师所教的东西，教是教人学习，教育就是要学者不断扩大他的知识领
域，学者要根据教者的引导积极思考、独立探索事物的由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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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庆市课程与教学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重庆市重点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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