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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的教育技术正逐渐实现从“领域”向“学科”的跨越。
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上对学科自身认识的贫乏，在学科规范的透镜下被凸显出来。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自身方法的认识问题。
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自觉地探究本学科的方法问题，并形成自身独特的方法知识是该学科走向成熟
的一个重要表现。
对于教育技术学而言，解决本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当下正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呼唤。
　　我国教育技术领域长期存在着重应用轻基础的倾向，其中本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更是长期得不到
重视。
学科内对研究方法问题的漠视并不是因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已经相当成熟了，相反，恰恰是表现出
学科领域内对本学科研究方法问题的集体无意识。
随着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本科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近些年来，教育技术历史、理论体系等基础理论研究从发表的文献看，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有明显的
增长趋势。
自2008年开始，国内教育技术权威学术刊物《电化教育研究》和《中国电化教育》开辟了教育技术研
究方法的专栏，并邀请著名学者撰写研究方法方面的论文。
《现代教育技术》杂志社更是连续三年举办了“教育课题研究与学术论文写作研修班”，其中重点对
研究方法问题进行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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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基础，重构了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讨论的“一经一纬”的分析框架。
即从学派差异的角度，对教育技术学两大学派(媒体派和学习派)研究范式的历史演化过程进行回顾与
反思；从学科差异的角度，揭示了当代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现实状况；最后从学科逻辑的必然性出
发，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划分的视角下，探讨了作为“桥梁学科”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系列
深层问题。
    本书可作为教育技术学及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教学
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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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证主义、诠释主义与批判理论是当代美国教育技术学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
从三种研究范式遵循度平均得分（6.8 3，总分9）来看，当代美国教育技术学研究人员基本上仍能较好
地遵循三种研究范式所期望的内在规定。
或者说，这三种研究范式在相当的程度上引导着当代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大部分研究。
　　尽管有着较高的遵循度，在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内部与研究范式之间也有一些变异的存在。
研究者有时会对所运用的研究范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背离，有时还会借用其他研究范式的内在规定。
这表明，在研究目的、方法论等应用层次上，研究范式出现了一种集中的趋势。
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等抽象层次上，研究结果显示没有背离的迹象，这说明在这两个变量上研究范式
仍保持着极强的排他性。
　　这些背离内在规定的研究仍能通过这些著名杂志编辑的审查，似乎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代美
国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对跨研究范式的研究基本上能持宽容的态度。
而这些宽容态度的背后，则可能隐含着人们对研究范式更为辩证的认识：研究范式是人们在长期研究
实践中创立的相对成熟和得到公认的研究进路，研究者自觉地运用研究范式，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研究的质量。
但研究范式运用的关键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于心”，研究者不必画地为牢，人为地将自己限制于某
一研究范式之下。
因为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有其特定价值，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范式的原理同样具有
价值。
而这种跨研究范式的研究取向，是多元的后现代语境下的产物，这种取向有可能引导教育技术学研究
者探索更富创造性的研究设计。
这种研究结果提示我们，传统的“主义对垒”的分析框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不具合理性。
对于研究范式的讨论应该拓展出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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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今天的教育技术正逐渐实现从“领域”向”学科”的跨越。
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上对学科自身认识的贫乏，在学科规范的透镜下被凸显出来。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自身方法的认识问题。
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自觉地探究本学科的方法问题，并形成自身独特的方法知识是该学科走向成熟
的一个重要表现。
对于教育技术学而言，解决本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当下正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呼唤。
　　本书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基础，重构了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讨论的“一经一纬”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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