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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信息化教育中，正确认识教育技术的内涵、信息技术的内容以及信息技术在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是当前教育者比较关

注的问题。对信息技术在教育技术学科中如何定位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把握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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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Information Education, how to know the meaning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o look on the fun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education are questions that are paid more attention by 

educators.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ori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help us to master and manage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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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教育信息化的概念逐渐被提出来，并成为目前教育界最流行的话题。尤其在中

小学校以及各大院校里，实施信息化教育已成为不断追求的目标，于是如何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实现教育、教学最优化日益成为

教育技术研究的新方向。然而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目前在一些专家和从事现代教育技术工作的同行们的思想意识

中形成了这样的观点 ，“教育技术的核心内容就是信息技术及其应用”，或者“教育技术的核心内容就是计算机及其技术”。对

此观点我有自己的看法。首先，我认为教育技术的核心内容在AECT的94定义中已经非常明确，其次我认为承认计算机及其技术在教

育技术中的地位的同时，不能将其他技术包括电视技术以及音视频处理技术忽视，或者将它们置之于教育技术的技术行列的最不起

眼的位置。那么什么是信息化教育？什么是教育技术中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在教育技术学科中如何定位？信息技术中各媒体之间

如何整合？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二、认识教育技术的内涵 

        AECT的94定义：“教育技术是关于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和实践。” 这一定义得到了

教育技术行业人事的广泛共识，成为我们研究教育技术学科定位的根本，同时也是教育技术工作者研究工作的指导方向。这个定义

简洁明了地归纳出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指出教育技术的目的是追求教育的最优化。而教育技术的本质内容

则是在各种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以信息科技手段为辅助，以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学为前提，按照教学设计的思想为指导对94定义所

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 

       在信息化时代，教育技术可以理解为在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通过对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料

的设计、开发、利用、评价和管理，以实现教学过程最优化的理论与实践。因而说来信息技术是教育技术理论及实践的重要内容之

一，但它并不是或不应该是教育技术的唯一内容，也不是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它仅仅是教育技术理论框架中较接近实践的那部分

内容。 

       94定义虽然仍需随教育理论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而进行新的理解甚至于要进行相应的内容上的调整、修改、补充和完

善。但就目前教育技术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94定义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涵盖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内容，并能在一段相

当长的时间内 对今后教育技术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教育技术的核心内容仍应归属于AECT的94定义。 

 

三、认识教育中的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既然不是教育技术的核心内容，那么如何理解它的含义，它对信息化教育又有什么关系呢？从对教育技术的定义、教

育技术目标以及教育技术本质的理解，我们不难认识到，教育技术学科是教育科学与信息技术有机的融合，必须以先进的教育思想



和教育理论为指导，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 

1、正确理解信息技术的含义 

       什么是信息技术？在当前网络普及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人们一谈起信息技术就会认为是计算机技术或者是网络技术，这一点可

以从现在的中小学学生的信息技术课程的开设中看出，他们的信息技术课程完全就是要求学生掌握计算机的一些基本技能，比如文

件的打开、文字的粘帖拷贝以及其它一些基本工具的使用，强调的是懂得如何上网、如何打字以及如何制作演示文稿等操作，出现

这一现象与教育部教基[2002]35号颁布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有密切的关系，该文件对信息技术课程教育提出

的要求就是计算机学科教育，从这种角度上来看，我认为与其说是“信息技术课程”，不如直接称之为“计算机基础应用教育”似

乎更接近实际。 

        所谓信息技术是指能够扩展人的信息器官功能的一类技术，是对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交流、应用的手段和方法的体

系，目前信息技术主要指传感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还包括电子技术、音像技术、广播电视（电影）技术和电子编辑出版

印刷技术等。由此可知信息技术并非等于计算机技术，同样信息技术教育也不等于计算机教育。 

 

2、从传播角度来看信息技术中各种媒体的发展及整合 

       所谓整合是指一个系统内的各要素的整体协调、相互渗透，并使系统的各个要素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从人类口耳相传的语言交

流时代，发展到文字、印刷传播工具的使用，再到今天的广播、影视、网络等现代化电子媒体视听传播方式的广泛运用，人类传播

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口头传播、手（写）抄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广播电视传播。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以科技的进步为依

据，逐渐使得传媒媒介发生演变。 在当今，称之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以其独特的优势，如信息的丰富性、传播的双向性、传播

的个人化等，对传统媒体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传统媒介的受众不断地被瓜分。网络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随之在不断的缩小，

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更愿意通过网络去了解世界，接受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意味着传统传播媒体的逐渐被替

代？然而，传媒媒介的演变史告诉我们，正如同电视的出现并没有把报纸、广播等媒介消灭掉，报纸、广播仍以它们特有的方式存

在着一样，网络的存在也不会将其他的传统传播媒体完全替代，只能使得传统媒体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 

       媒体的整合是新媒体对旧媒体功能的整合，而不是完全取代旧媒体。新媒体因其功能先进性而备受欢迎，旧媒体也因其功能的

特殊性为人们所钟爱，各自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如同电视是对广播与电影的整合一样，电脑的发展将整合一切传播媒体。每一种

新媒体的出现并不会淘汰原有的旧媒体，也就是说，网络的出现，没有也不可能阻碍传统媒体的前进步伐，相反，传统媒体则可以

利用网络来开辟新的生长点，以吸收网络的新技术而加快信息的传播速度，并向全新的国际信息互联网络传播方式转变，使得传统

媒体自身能得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对信息化教育的再认识 

“信息化教育”这一概念基本上是东方语言的表达，在西方似乎不使用诸如“信息化教育”或“教育信息化”之类高度概括

的概念，他们使用不同的名称，如IT in education（教育中的信息技术），e – Education（电子化教育），Network – Based 

Education（基于网络的教育），Online Education（在线教育），CyberEducation（“赛博”教育），Virtual Education（虚拟教

育）等。我认为IT in education更能说明教育中的信息技术的作用，而其他的说法，则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比如Network – Based 

Education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教育，偏重于利用网络手段的教育，而Virtual Education则主要是利用虚拟现实来辅助教学。从技术

内容角度上来讲，IT in education中所指出的信息技术并不仅仅只是某一种技术的使用，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网络技术，还有其他

的技术例如计算机技术、电视技术等的共同存在。如此说来，信息化教育应是将信息作为教育系统的一种基本构成要素，并在教育

的各个领域广泛地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信息化教育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对教育系统以信息的观点进行信息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有效应用。 

同时信息化教育的过程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信息机器、信息技术的引入过程。信息化教育的过程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转变的

过程，是以信息的观点对教育系统进行分析的认识的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指导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信息

化教育。显然在信息化教育中，信息技术只是工具，它是辅助教育的一种手段，因此在使用时所要遵循的原则依然是教育的最优

化。 

 

四、信息技术在教育技术学科的地位 



在教育技术学科中首先是教育的存在，接着才是逐渐将技术溶入于教育之中 。 即技术服务于教学内容，其中教学内容可以通

过文字、图像以及声音等元素来表现，而内容的展示则需要有平台的支持，在学校里常表现为校校通以及多媒体、多功能教室，在

这些平台的基础上，利用技术手段，可以对书本知识即原知识进行二次的开发和加工。这些技术手段也就是我们上面谈到的信息技

术，它包含计算机技术、电视技术以及音视频处理技术等，在这些技术中应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数字化作为核心内容，并且利用

数字化贯穿着计算机技术、电视广播技术以及其他相关技术，在这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计算机技术和电视广播技术以及音视频处理

等技术的核心内容是数字化，数字化、信息化使得它们在技术上趋近于零（但不等于零）。 

从以上各个方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网络都只是作为一种教育信息技术而存在，它们不

会自然而然地创造教育奇迹，但是可以被用于促进教育革新，也可以被用于强化传统教育，因为任何技术的具体作用都取决于它的

使用者，所以对于广大教师来说，在面临着教育信息化浪潮的情况下，教师可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去编制和选择各种现代化教

学媒体，将众多行之有效的教学媒体加以选择和组合，利用各种技术和方法来丰富我们的教学过程和学习资源，取得最优的教学效

果，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进而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这正是教育技术学科的目的所在。如此而言，教育技术学科的内容不

仅包括教育中的信息技术，还包括有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系统方法，由此可见信息技术属于教育技术学科的技术领域，同时它对教育

技术学科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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