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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信息学》从教育科学分类学的观点出发，比较系统地从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角度反映教育
科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勾勒教育科学的概貌《教育信息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为指导。
同时力求做到“三个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材料与观点相结合，叙述与评析相结合。
　　《教育信息学》属于学术性著作，要求作者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纵向上论述学科发生、
发展与趋势，从横向上比较和分析不同流派的观点。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辨析，努力反映学科前沿，亦体现作者
自身的见解。
　　《教育信息学》的作者主要为中青年学者。
为提高书稿质量，各卷分别聘请知名学者为特约审稿人。
特约审稿人对书稿的审阅是全方位的，他们与作者相互进行平等的学术切磋。
特约审稿人和丛书主编尊重作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不同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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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教育信息学概述第一节 当代的教育信息学研究一、学习的信息加工理论二、教学的信息优化
研究三、信息冗余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四、用信息调控学生的意识状态”五、将信息观作为“三论”
引入教育学研究六、以信息观点来探讨教育理论中的传统课题七、教育信息传播研究八、现代信息技
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九、教育科研信息研究第二节 教育信息学的内容框架一、“基础理论-实践技
术”维度二、“信息功能类型”维度第二章 教育信息学的理论基础第一节 信息概念和种类一、信息
概念二、信息种类第二节 信息的储存、传递、检索、加工及转换一、信息的储存二、信息的传递三、
信息的检索四、信息的加工五、信息的转换第三节 信息与社会一、社会发展的三个要素二、信息与人
类意识第四节 信息传递过程研究一、信息传递模型二、控制过程中的信息传递模型第五节 人脑的信
息生理结构一、研究人脑的信息生理结构的意义二、人脑信息加工的生理结构第三章 教育现象的信息
观研究第一节 教育的社会作用的信息观研究一、概述二、教育是信息传递和加工过程三、教育通过信
息传输意识第二节 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研究一、信息技术与教育变革二、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
响第三节 知识与信息在教学研究中的意义一、知识概述二、信息与知识的关系三、由信息观统一地研
究教与学第四章 知识学习的信息加工模型第五章 知识学习信息加工模型对学与教的规律和经验的解
释（上）第六章 知识学习信息加工模型对学与教的规律和经验的解释（下）第七章 教育科研信息第
八章 教育社会信息第九章 教育内容信息的传递通道第十章 教育管理系统中的信息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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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上述可见，对知识的分类是很多的，各家之间有同有异。
对于这个问题，本书认为有两点需引起注意。
　　第一点，知识分类涉及知识概念的外延范围。
所以，知识的分类应当与知识概念的定义相一致。
如果把知识理解为“学习的产物”，就可以把知识分为语义知识、程序知识、策略知识，这就把“智
慧技能”（加涅语）也包括在知识概念中去了。
但是，如果把知识理解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成果，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那么知识便属于意识范
畴，这时的知识分类就不应把技能也包括进去。
　　在传统上，我国与苏联的哲学界、心理学界一般是把知识作为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来看待的
。
所以，把知识与技能分开讨论也是有道理的。
在本书中，为了研究的准确、方便，我们对知识概念的理解暂时仍然使用通常的提法，即把知识作为
人脑对认识对象的反映结果来看待。
这样，只有所意识到的、能够知道事物是何种样子或知道某种行为会引起什么后果的思想内容才是知
识。
而所形成的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反射性行为（包括心理活动和肌体行为）的固化则不是我们所说的知
识。
在这里，我们引用杜威的一段话来说明这种观点：“知识不仅是我们所意识到的东西，而且构成了我
们在理解正在发生着什么时所有意使用的观念。
”　　第二点，因为在客观上存在着对事物的不同的分类依据，所以，前面提到过，对同样的内涵和
外延范围也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对于同样的知识概念，按反映层次分有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按反映内容分有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采取何种分法，就有一个选择问题。
我们认为，分类应尽可能有利于研究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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