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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南国农先生与中国电化教育发展》一书，是我国业界专家学者
共同努力的智慧结晶。
此书总结了一位90岁的矍铄老人在中国特色电化教育理论建设、学科建设方面的成就，不仅是对南先
生个人的成就的展示，也是对中国业界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凝练。
　　我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到电教系统工作的，在这一行业中，我接触到了诸位佼佼者，他们的思
想和业绩引领或影响着我国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发展和变革的进程，南国农先生就是这些人物中的杰出
代表。
2000年，中国电化教育协会（现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西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
南国农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讨会”，会上总结了作为我国电化教育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南先生的理论和
实践成果。
在学术界内外我们都能够更深入地体会南先生的人格魅力、学者风范以及他对电化教育事业发展所作
出的贡献及其影响。
　　2000年到现在，又经过了10年，这10年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最快的10年，我们经历了许多教育
信息化发展进程中的感动和记忆110年中我们发现，南先生仍然与时代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他对建
设中国特色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一刻也没有停息过，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电化教育的学科和
理论建设方面，还经常看到和读到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发表的论文或论著。
耄耋之年，南先生仍然坚持学习，不断探索和思考，并且笔耕不辍。
是什么力量在支撑和激励着他的这种忘我的精神和工作热情？
人们说，是南先生思想深处的民族魂、电教情和报国志。
　　南先生的青年时代是在中国社会的大变化、大分化、大动荡中度过的，他在心灵深处渴望民族解
放、祖国强盛、人民幸福。
他194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教育系，194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聆听过世界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
的教导，获比较教育和视听教育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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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南国农先生与中国电化教育发展》一书，是我国业界专家学者共
同努力的智慧结晶。
此书总结了一位90岁的矍铄老人在中国特色电化教育理论建设、学科建设方面的成就，不仅是对南先
生个人的成就的展示，也是对中国业界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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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言走近大师　　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授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
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是如此，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
一所没有大师的高校难以称其为大学，一门缺乏大师的学科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科。
　　弗洛伊德说，没有天才就没有历史。
同理，没有大师也就没有学科的发展历史和未来。
大师和学科领域有天然的密切联系。
说起中国的先秦诸子百家文化，离不开老子、孔子和孟子；说到古希腊哲学，离不开苏格拉底、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讨论现代物理学，离不开爱因斯坦、玻尔和海森堡。
同样，如果要讨论建构主义的哲学和心理学渊源，离不开维柯、康德和杜威，离不开皮亚杰、维果茨
基和布鲁纳。
研究大师的学术思想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注学科文化建设的重要表现。
　　从人生经历、学术贡献和学术人格等角度考察，我国著名教育家南国农先生堪为中国电化教育学
科领域的一位大师。
可以说，中国电化教育的发展与先生这批大师们息息相关。
先生的人生历程可以说是一部鲜活的中国电化教育学科发展史。
回顾我国电化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从萌芽起步阶段到初期发展阶段、停滞阶段到迅速发展阶段和深
入发展阶段，先生几乎亲历了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
先生最为重要的电化教育学术经典几乎都是产生于1978年以来的视听教育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
一90年代初期）和信息化教育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研究先生的学术思想，对于回眸和展望中国电化教育的历史与未来，对于理解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泉，
传承和发展学术思想以及启迪后学的学术进取，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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