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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教育技术（第2版）》第1版自2004年11月出版以来，被多所高校采用。
第1版教材具有良好的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等特点，在高等师范学校“现代教育技术”
公共课教学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在此基础上，根据广大读者反馈的意见，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对第1版教材进行了认真
修改、调整与完善，使之更加适应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
　　修订后的第2版包括课堂教学内容（共6章）和实验教学内容（共13个实验）两部分，分别是：第1
章绪论，包括现代教育技术的概述、理论基础等内容；第2章现代教学媒体，包括声音媒体、图形媒
体、图像媒体以及多媒体的基本操作技能和应用方法等内容；第3章数字化媒体素材的获取和利用，
包括声音、图形、图像、多媒体等信息资源的获取、存储、加工与利用等内容；第4章多媒体课件的
开发，包括多媒体课件的类型及特点、多媒体创作工具的特点及分类、多媒体课件的设计及制作、网
络课件的设计及制作等内容；第5章信息化教学设计，包括信息化教学设计的简介、信息化课堂教学
设计的一般过程与方法和信息化教学评价等内容；第6章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包括信息技术与课程
整合概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教学模式、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案例等内容。
实验教学内容包括教室扩音系统的使用等13个实验。
　　《现代教育技术（第2版）》第2版在继承第1版优点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较之第1版，第2版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采用了新的编写体例，更加符合学生学习
的特点。
《现代教育技术（第2版）》在保留学习目标、思考、练习、范例和实验作业等基本训练项目的基础
上，更新了编写体例。
使得教材既保证了现代教育技术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又突出了实用性。
新的编写体例更符合学生学习的特点，使本课程的学习变得更加形象、清晰和容易。
　　②调整了教材章节结构，更加符合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科知识体系。
第2版在编写过程中，对章节结构做了较大改变，将原来的7章教学内容调整为6章。
删去了第1版中的第4、6两章，将其部分内容融入到新的章节中；将原来的第3章扩充为本版的第3、4
两章。
这些调整使得本版章节更加清晰、合理，更加符合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科知识体系。
　　③更新了部分知识内容，更加符合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变化。
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本次修订对一些相对陈旧老化的内容进行了删减，增加了现代教
育技术的最新内容。
例如教材第2章现代教学媒体中就将一些相对陈旧老化、较少使用的媒体内容进行了删减，增加了MP3
、MP4播放器等近几年发展较快、使用较多的媒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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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教育技术（第2版）》是在黄河明教授主编的《现代教育技术》一书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现代教育技术（第2版）》以让学生了解现代教育技术基本知识、掌握信息技术和现代教学媒体的
教育应用技能为目的，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全书共分6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现代教学媒体、数字化媒体素材的获取和利用、多媒体课件的
开发、信息化教学设计、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等内容。
书后附有实验教学内容，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第2版）》可以作为高等师范学校“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教材，也可作为教师
教育以及教育技术人员培训教材，还可供各类学校教师、教育技术工作者和教学管理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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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相对评价　　相对评价是在被评价对象的群体中建立基准（通常均以该群体的平均水平作为
这一基准），然后把该群体中的各个对象逐一与基准进行比较，以判断该群体中每一成员的相对优劣
。
为相对评价而进行的测验一般称作“常模参照测验”，它的试题取样范围广泛，测验成绩主要表明学
生学业成绩或能力的相对等级。
由于“常模”近似学生群体的平均水平，所以这种测验的成绩往往形成正态分布。
利用相对评价可以了解学生之间的差异，便于比较个体学习成绩的优劣，这是其优点；不足之处是基
准会随群体的不同而变化，这时评价标准不能反映教学目标的要求，因而不能为改进教学提供依据。
　　2）绝对评价　　绝对评价是将教学评价的基准建立在被评价对象的群体之外（通常是以教学大
纲规定的教学目标为依据来制定这一基准），再把该群体中每一成员的某方面的知识或能力与基准进
行比较，从而判定其优劣。
为绝对评价而进行的测验一般称作“标准参照测验”。
它的试题取样范围较窄，就是大纲规定的教学目标所要求的内容，测验成绩则直接反应达到教学目标
的程度。
绝对评价的优点是可以直接鉴别各项教学目标的完成情况，使每个被评价者清楚地看到自己与教学目
标要求之间的差距，因而可为改进教学指出明确方向；缺点是不易分辨出学生之间在学习方面的真实
差异。
　　3）自身评价　　自身评价是指把被评对象的过去与现在进行比较，或者一个被评对象的若干面
相互比较。
其目的是比较被评对象的自身状况，判定该对象在自身发展或自身各个方面的变化情况。
　　（3.）按照评价方法分类　　1）定量评价　　定量评价是指收集数据资料，用一定的数学模型或
数学方法对某项活动作出量化结论的评价方法。
如考试分数、智力测试分数等。
　　2）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是指对不便量化的评价对象采用描述、概括等方法进行价值判断的评
价方法。
如评语、总结等。
　　4.教学评价的原则　　为了做好各种教学评价工作，必须根据教学的规律和特点，确立一些基本
的要求，作为评价的指导思想和实施准则。
具体来说，教学评价应贯彻以下几条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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