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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教学技术丛书·现代教育技术：通向未来教育之桥》的形成以作者1996年所作的《教育技
术系列讲座》为基础。
该讲座由中国电教学会举办和主持。
《现代教学技术丛书·现代教育技术：通向未来教育之桥》材料来源其一是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印
第安那大学工作期间所搜集；其二是作者在北京大学开设《传播媒体与信息技术》课的过程中所加工
和整理；另有一些较新的材料则是《现代教学技术丛书·现代教育技术：通向未来教育之桥》脱稿前
刚刚通过网络查询所获得。
由于作者水平和眼界的局限，加之编写时间的紧迫，书中一定会有不少的错误和偏颇。
恳请读者慷慨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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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利明　　女1945年生，北京大学电教中心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曾任北大电教中心
主任　　研究方向：　　教育技术、远距离教育　　新开课程：　　1995年为北大本科生与研究生新
开公共选修课《传播媒体与信息技术》，内容涉及网络资源、多媒体教学以及视听文化等。
　　学术经历：　　1993—1994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计算机的教育运用
。
其间应邀到印第安那大学教育技术系作短期学术交流。
此前，曾赴英国开放大学、德国洪堡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考察远距离教育。
有一系列研究论文、学术报告和影视作品在国内、国际刊物上发表或学术会议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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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注重“教”到注重“学”的变化3.3 硬件建设--软件制作--过程和资源3.4 多媒体与数字化的媒体扩展
趋势3.5 从行为学习理论到认识学习理论的发展3.6 电化教育--教育技术3.7 学校远距离教育职能的强
化3.8 教育技术队伍素质的一专多能3.9 三所大学教育技术机构的发展与现状4 教育技术对教育改革的支
持作用引言4.1 教育技术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4.2 加拿大一个省的教师培训计划4.3 美国教育
部的一份研究报告4.4 教育技术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4.5 教育技术的已有贡献4.6 教育技术对教育
改革的支持作用⋯⋯第二部分 学习过程和教学资源第三部分 远距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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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3 美国教育部的一份研究报告　　美国教育部、美国教育研究与优化办公室
（OfficeofEduca-tionalResearchandImprovement）1994年在组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一个有关教育技
术的报告，题目是“运用技术来支持教育改革”。
报告一方面总结了教育技术支持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指出了在这方面失败的教训。
报告指出：　　当技术被很好地运用并成为课程设置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时候，当学生是在进行联系实
际的学习时，当他们是在接受启发和通过解决问题来学习时，当他们是处在一种合作的学习环境中，
技术才能够有助于学生总体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学生高级思维能力的培养。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技术将成为一种迫使教育系统进行改革，促进新型教师角色形成和冲破传统僵化
的学时、学科、学校和年级界限束缚的推动力。
　　然而技术的运用有时并不是很成功的，比如有的学校购置了新的硬件放在那里就万事大吉，而没
有及时地配置软件和相应地调整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
也有的教师希望使用新的媒体和技术，但他们缺乏必要的培训和准备，还不能把这些新东西变成自己
得心应手的教学工具。
他们还不适应新的教学模式。
因此，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技术的本身，而在于对技术的不恰当的运用。
分析表明，报告中提供的几乎所有的失败实例，都是由于没有进行认真的规划和设计，都是缺乏持续
的研究和支持。
　　最后报告认为，下面的4条经验是值得总结和汲取的：　　·要想使技术成为我们教育改革的一
个有效因素，那么恰当的规划和持久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
　　·无论是哪种技术，都不能孤立地运用，而必须将其纳入课堂教学的总体设计中去。
　　·技术必须被视为一种工具，这种工具能够帮助教师掌握新的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同时，这种工
具能够帮助学生打开通向新的学习经验的大门。
　　·我们相信，在势不可当的教育改革进程中，技术将对学校的全面工作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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