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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技术学是目前教育科学之中最前卫、最活跃、最主动、最实用、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门学科。
有人会问，怎样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容易造成误解的结论呢？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这句问话，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社会的本质是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发展代表着社会
发展的主流方向，现代信息技术如强劲的风，使人们都陶醉在它的沐浴之中。
信息技术也就马不停蹄地直人人类的教育、教学领域，如春雷一般，唤醒了人们对教学工具的积极追
逐，祈望着信息技术会给学习者带来轻松与愉快，带来巨大的教学效果与效率。
教育技术学科无比的生命力是由时代的发展而赋予的，它的先进性是与时代同步的。
这就是人们倍加关注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的初衷，也是人们认为教育技术学就是研究信息技术教学应用
的缘由。
实际上，教育技术学是研究教育技术的，是研究人们教学行为方式的，而不仅仅是研究媒体应用。
同时，这个学科也是目前存在问题最多的领域，面对挑战最激烈的领域。
人们对信息技术的要求空前高涨，总是希望信息技术能够产生比目前能够看到的教学效果更好的效果
，或是追求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效果。
由于受急功近利的想法影响，使得人们失去了理性，盲目迷信信息技术的教学作用的现象比比皆是，
甚至将教育技术窄化为只是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将教育技术学科局限在对教学媒体的教学应用研究
方面。
教育技术领域是一个实践先于理论的领域，目前应该特别关注教育技术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亟需事
先依据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对现代媒体进行深入研究或考察，要有一个试验期，总结出个一二三，
然后再渐渐地进入教学第一线，再不能像现在这样，无论什么新技术，一窝蜂似的“倾泻”到教室里
，使得教师与学生不知所措，更使得学生变成了试验用的“小白鼠”，试验的消极影响对学生的损害
是无法挽回的，因为学生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这样做，严重违背了教育试验的伦理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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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技术学是“实践”之学。
应该充分认识和理解教育技术学与教学实践具有本质性的联系，它距离人类的教学实践活动最近。
如前所述的技术和方法，与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方法就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特殊的实践活动。
教育技术学应该运用实践性的研究方法，解决教学实践问题，使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内在联系达到和谐
统一。
可以说，将“形而上”的理论引导与“形而下”的实验研究相结合，是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发展研究
的基本范式——“理性+实验”。
在研究过程中，如何解决好两者的关系历来是一道难题，关键是应该有效地解决“两张皮”的问题，
应该强调理论和实践的“上下贯通、内在联系”。
由此可见，教育技术学又表现出试图解决怎么做的特征，它是研究和提高教学者教学执行力的学科。
　　目前我国的教育技术学领域，还不曾出现那么几本经典的学科必读书，这些书籍应该是经得起时
间考验的传世之作。
考察其他比较成熟的学科，总是会有几本学习这门学问就必须认真阅读的经典，例如，北京大学教授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这样的传世著作。
与其他学科相比，教育技术学确实是比较年轻。
对我们这些从事教育技术学研究和实践的人员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卧薪尝胆、发奋努力，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部教材的基本结构分为四大部分：教育技术是什么，教育技术的起源与发展，教育技术学的理
论基础与基本理论，教育技术学实践领域与研究方法。
基本涵盖了教育技术学需要学习的基本领域。
并且特点突出、简明扼要、全面系统，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尤其注重知识点之间由浅入深的层级
关系。
从学科本质出发，强调本专业的人文性特征，强调教育技术学是研究人类教育教学活动的学科，是解
决人类行为问题的学科，是研究。
“如何教”的学科。
针对以往教材多为介绍，而少为分析和提炼的问题，本教材注重帮助和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尽
快地学会像一名合格的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那样思考。
在编写体例方面，为了便于学生的阅读和深入研究，设计了导读环节，包括学习目标、知识概览、本
章导学、学习活动建议、学习评价和参考资源等。
编写的基本思路主要突出三个方面的内容——历史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这三点就是一般学科
的基本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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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教育技术是什么　　第一章技术与教育技术　　第二节主体技术与客体技术　　通过对技
术本质的认识，从技术目的性的视角出发，我们发现以往人们谈及的技术，大都是“客体技术”，总
是从“生产产品”或“产出实在物”的概念出发。
这种客体技术就是通过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来改造自然客体的技术。
这种被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本身也是客体，人们可以使用工具生产某种产品，如汽车、飞机、轮船等。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有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在古希腊神话中，有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和机械
技术送给人类的故事。
这些神话传说都反映了人类使用客体技术的历史状况。
显然这些技术是解决物质问题的，这种“客体技术”的概念往往会限制人们全面地对教育技术概念的
理解。
在现实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技术，可以称其为“主体技术”，它不是用来制造客体化工具，也不是用
来改造客体的，而是用于改变人的。
它是改造人自身的技术。
广义上说，这里的“主体技术”的功能可以改变人的精神和肉体，克隆人的技术就是典型的制造人类
肉体的主体技术。
但在目前阶段，制造和改变人类肉体或细胞的技术对学习的影响还不显著，因此我们在此使用的“主
体技术”是狭义的概念，它是指能够改变人精神方面的技术，或是指一切可以改变人的发展轨迹的技
术，具体是指可以改变人的思想、知识、道德和能力等方面的技术。
这种技术是帮助人发展的，它的作用对象是人而不是物。
按照前面对技术本质的理解，主体技术主要指如何改变人的思想、知识和道德的技术，主要包括策略
、方法、模式、设计等技术，也包括如何使用信息技术改变人的方法和策略。
主体技术可以分为直接主体技术和间接主体技术。
用于提高教师的办公效率的技术为间接主体技术，直接用于师生教学活动之中的技术可称为直接主体
技术。
按照“主体技术”的分析框架来看，主观性要素可以归为精神技术，这些技术是使用工具的技术，也
称为操作技术，还有一类存在于主体内部的智能化技术。
客观性要素可以认为是物质要素，它们是将人类的大智慧固化或物化到物质上的工具。
如果将改变人的技术当做制造工具的技术和改造客体的技术来理解，就会抹杀主体技术与客体技术的
区别和界限。
混淆主体技术与客体技术的对象，势必会将目光集中到物上，而忽视人的存在，也就是忽视了鲜活生
命和人类独有的思想、精神的存在，那么，主体技术自身的对象和目标就无法完成。
认识和研究精神现象或生命现象就应该重视适合于精神和生命现象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不应使用工具
理性去理解主体技术，应该以价值理性或目的理性为出发点看待主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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