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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教育技术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时期，研究的问题、观点和方
法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与此同时，在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种“重他轻我”现象，重视他国特别是美国教育技术与相关学习理论
的研究，轻视有中因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的建立与发展。
有些人，对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发展线索还算清楚，而对本国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历史却不明白对建构主
义学习理论是什么？
尚能回答，对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是什么？
却说不出来。
“露他”是需要的，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建设，需要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和经验，“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
但是，“轻我”却是不应该的。
我们的理论研究，如果与实践需求脱离，无助于解决我国现实中的问题，其意义何在？
其价值何在？
　　本书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中的一些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名称问题、学科定位
与性质问题、逻辑起点问题、发展阶段划分问题、卵论体系问题，等等，进行r系统的梳理、分析与反
思，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不少独创性见解），这在其他著作中是很少看到的。
作者坚持从国情出发，注重中国的文化传统，重视总结中国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重视对西方
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思考，着力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使本书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构建一个适合中国文化土壤、符合中国实际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是长期以
来我国不少教育技术研究者的深切期盼，本书的出版将会让他们感受到增添r一股走向成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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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与反思》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中的一些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重大
学术问题：名称问题、学科定位与性质问题、逻辑起点问题、发展阶段划分问题、卵论体系问题，等
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与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不少独创性见解），这在其他著作
中是很少看到的。
作者坚持从国情出发，注重中国的文化传统，重视总结中国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重视对西方
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思考，着力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使《中国教育技术学科的发
展与反思》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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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基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1962年生，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本科与硕士阶段分别就读于河南大学物理
专业和教育学原理专业），长期从事教育学和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
在《教育研究》、《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主编、参
编、撰写教材与专著八部。
现任教育部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实验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
长，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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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一）借助现代教育媒体（技术）的教育（教学、学习）起点论（二）借助媒体的学习（教学）起
点论（三）借助技术的教育（知识经验共享）起点论（四）“如何教育”起点论或“教育教学问题”
起点论（五）“教育和技术的双重结构”起点论（六）“传播”和“教育信息的传播”起点论（七）
“教育软技术创新”起点论（八）“设计和促进入的生命成长”起点论（九）“教与学的活动及关系
”起点论三　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探寻四　对逻辑起点问题的反思（一）有无唯一的逻辑起点（二
）能否取得共识第六章　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初探一　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体系的理论依据
和实践基础（一）理论依据（二）实践基础二　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体系的原则（一）民族性原
则（二）开放性原则（三）现代媒体原则（四）系统性原则（五）组织性原则（六）“大电教”原则
三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科的框架（一）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二）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三）
教育技术学的框架四　对构建学科体系问题的反思（一）有无必要用AECT’94定义来重构我国的教
育技术学（二）如何看待“媒体中心”与“系统方法”（三）如何看待“我们建造了大厦，大厦又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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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人1983年河南大学物理专业本科毕业，留校到教育系工作（现在的教育科学学院），1985—
—1986学年来西北师范大学进修电化教育，从此与电化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原计划进修结束回校后从事电化教育课程的教学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学校没有开设电化教育
专业，所以我对电化教育的学习与研究曾一度中断。
1988年我考取了本校的教育学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主要从事教育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自从我国开始停办中等师范学校后，原来与中等师范学校对口分配工作的教育学专业的发展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困难（没有明确的培养日标和对口的就业方向）。
抱着对技术的崇拜和对教育技术学专业发展的无穷遐想，借助教育信息化的东风，又加卜我个人的电
化教育情结，我们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于2000年决定筹办教育技术学专业，我是主要的筹办者之一
。
开办教育技术学专业6年来，发现教育技术学专业似乎足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进来的人虽
然说不上是想出去，但至少可以说发现这里不是想象中的乐园。
我困惑，我思考。
我无疑热爱我的争业，所以在我晋升教授5　　年以后，又选择了考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这条对于
我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的人来说比较艰难的道路。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考入了新中国电化教育的“革命圣地”两北师范大学，拜在了一代名师南国农先
生、杨改学教授的门下。
在南先生和杨老师的指导下，我选择了“中国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与反思”这一问题作为我的博士论文
。
之所以选择这一题目，一方面是因为我个人的电化教育情结，想为我国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多一份思考。
更为重要的是，南国农先生亲历了我国电化教育的整个发展历程，是新中国电化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与
奠基人，杨改学老师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电化教育事业最昌盛时期的整个发展过程，西北师范大
学又是新中国电化教育的“革命圣地”，拥有研究该问题得天独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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