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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技术是指为了更快更好地达到教育目标而在教育活动中有效应用的各种技术的总和。
教育技术学是以教育技术作为研究对象，是对教育活动中应用教育技术的理论进行研究的一门教育学
的分支学科。
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的涵义不断扩展，形成了对技术的多种认识。
对技术认识的不同，就导致人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或定位存在差异，也就相应地会形成不同的教育技
术学学科定位。
学科的定位直接决定学科研究的问题域。
因此，研究教育技术及其学科的定位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问题，是教育技术学
学科发展的关键。
　　本书就是对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定位问题进行研究的一个成果。
它由引论和作为著作主体的前五章，以及带有结语性质的第六章组成。
　　在引论中，本书从当前教育技术及其学科发展过程中在定位方面存在的问题出发，确定本研究的
内容；通过分析本研究将会产生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阐述本研究选题与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最后，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
　　在本书的主体部分，即前五章中，共完成三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确立广义的教育技术定位，
这个任务通过前三章完成。
其中第一章分析中国学者对教育技术定位的认识及其发展。
第二章，对教育技术领域的发源地—— 美国教育技术界对教育技术定位问题的研究进行分析。
研究得出教育技术的定位在于“技术”。
这样，第三章就从技术哲学、技术科学、技术知识论等视角，利用它们对技术的定义、技术的本质、
技术知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论述教育技术的定位从狭义到广义发展的必要，并在此基础上阐述确立
基于技术本质认识上的教育技术的广义技术定位的重要意义。
二是研究广义教育技术学学科的研究范畴。
教育技术学是以教育技术作为研究对象，广义的教育技术定位就对应于广义的教育技术学。
因此，前三章对教育技术定位的探讨给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广义定位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这样，第四章就集中探讨广义定位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的研究范畴——知识构成与来源。
三是研究广义教育技术学学科在教育学大家族中的定位、学科特点、研究教育的独特视角与贡献。
这个任务是在第五章完成的。
研究提出，教育科学作为一种 “科学思维”的形式存在，研究“教育是什么”；而教育技术学则以“
技术思维”的形式存在，研究“如何教育”。
它以“科学思维”性质的学科所揭示的科学原理与经验为依据，目标是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地实
现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教育目的。
这一章从系统与环境的视角论述教育技术学在教育学大家族中的位置及其与教育领域中的其他学科之
间的关系，这有助于更为清晰地认识与理解教育技术及其学科的定位和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畴。
　　最后，本书在第六章提出教育技术学学科未来发展的研究课题，以及中国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面
临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或建议。
　　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它的认识日益深入。
本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的认识和研究基础之上的研究，并希望能抛砖引玉，进一步促进教育技术及其学
科的理论和实践健康、科学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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