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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一　　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
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创新是学术的核心价值。
诚如书名所表，我也认为中国教育技术史的发展路径是“创新和借鉴”。
2004年5月22日在河北大学召开了“纪念萧树滋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张立新博士写的会议综
述题目是《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借鉴与创新”之路》。
的确，对于我国电化教育发展史来说，先是“借鉴”后是“创新”，然而放眼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
代教育技术史而言，先是“创新”，后是“借鉴”再后来又是“创新”。
　　一　　教育技术这个术语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提出的，但是它的活动和实践却早已有之。
教育有广义狭义之分，教育技术也有广义狭义之说。
所谓“技术”。
字典上有两种解释：一是“进行生产活动或其它活动的专长或手段”；二是“生产上所积累起来的知
识技能和技术装备”。
前者是软的，后者是硬的。
据此，我认为广义的教育技术就是促进人们知识技能培养活动的手段和工具。
狭义的教育技术则是学校教育技术，即在一定的社会要求下，年长的一代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年轻一代
的身心施加影响所借助的某些技术手段。
纵观《创新与借鉴：中国教育技术路径研究》一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选题的新颖　　纵
观中国教育技术史的研究，长时段的教育技术史这是第一部。
1934年郭有守著《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史》，堪称最早介绍电化教育史的文献。
1994年吴在扬的《中国电化教育简史》属于电化教育史。
彭娇雪（2009）和朱静（2010）的成果集中在民国时期电影教育。
2010年孙明经先生之子孙健三先生整理出版了《中国电影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中国早期电影高等
教育史料文献拾穗》属于电影教育史料汇编。
介绍古代教育技术史的著作没有。
也许有人说，那是因为古代就没有教育技术。
这个问题美国的里拉o婓赛尔（Lyle D.Feisel）和罗纳德o斯姆兹（Ronald J.Schmitz）在1980年都阐述了
教育技术的“原始社会说”。
国内章伟民、刘成新和李兴保等人都有类似以上“原始社会说”的观点。
遗憾的是他们提出来了，并未深入进行这个方面的工作。
　　2.史料的新鲜　　中国古代教育技术史至今尚未发现有人研究，当然，为什么没有人研究？
恐怕有些人认为古代没有教育技术。
现代人都这样认为，何况古人呢。
这样，史料自然就成了问题。
作者在这方面可谓下了大工夫，浏览古代部分，发现该书大量使用了考古文物和传世绘画，譬如先秦
箧的文物、汉代乐俑的文物和宋代的《秋庭戏婴》绘画以及前清幻灯机的实物图示等等，或许作者的
解读未必十分准确和贴切，毕竟原始资料在教育技术史和历史研究中十分看重。
其史料的新颖性自不待说，单说民国时期的史料挖掘。
日据时期台湾1917年1月6日《台湾时报》有一篇是“殖民地的教育设施”文章，介绍了台湾早期的电
化教育概况。
民国时期《各科教学技术》对于“教学技术”术语的探微，都是第一次使用。
港澳台地区教育技术的史料国内也很少介绍。
1869年，清代张衍恩在家传针灸基础上博采诸家遗书考订而成了《传悟灵济录》一书，属于国家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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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孤本。
民国时期的许多资料、数据为第一手资料。
文革时期电影教育的资料，也是从大量的第一手文献中筛选的。
单说史料价值，这本书也足以立世。
　　3．人物的挖掘　　我认为一部历史无外乎两部分：制度史和思想史。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创新与借鉴：中国教育技术路径研究》既是一部教育技术的制度史也是一部思想史。
先秦时期，梳理了荀子的“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教育技术思想，《学记》的教育技术思想。
在明清之际，该书整理了戴震的教育技术思想，尤其是他那种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以及对后人的影响
。
近代教育技术史主要是电化教育史，其他人多讨论孙经名和舒新城，很少涉及郭有守。
该书在论及了舒新城的电化教育思想之后，则另辟曲径，系统论述了郭的教育技术思想和教育活动，
丰富了近代电化教育的内容。
该书在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概况了他的电化教育活动、电化教育的贡献以及在国际电化教育交流
方面进行了评价。
这些工作不敢说创榛辟莽，至少是别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或者做得不充分的工作。
　　二　　教育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后来逐步发展。
1994年给予它一个明确的定义，其实还是“教学技术”（InstructionalTechnology）的说辞。
在中国，1993年教育技术学专业开始出现，并逐步替代了电化教育的说法。
也就是说，教育技术到教育技术学仅仅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事情。
这个学科属于一个新兴的学科，其历史的研究很少自然可以理解。
在中国，《创新与借鉴：中国教育技术路径研究》著作对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对于教育技术学领域具
有很新、很强、很大的学术价值。
具体地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问题　　无论研究什么历史，都必须对其
起点有个认识和说明，作为教育技术史更是如此。
因为国内外对此的说法还很不一致。
有种说法认为有了教育就有了教育技术，即教育技术史与教育史同源。
有了人类就有教育，教育史与人类史同步，那么教育技术史也与人类史同步，这是一种观点。
作者提出了一种观点，“教育技术史是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出现的”。
问题是“一定程度”怎样看待？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该书的作者认为在原始社会后期文字的出现便出现了教育技术的萌芽。
该书将汉代作为教育技术的起源。
他们的依据是西汉的皮影、乐器的广泛使用以及东汉的著录弟子教学形式的出现。
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有一定的道理。
如果将原始社会中年长一代借助小木棍教授年轻一代记录打猎的数字符号作为教育技术的起源，具有
逻辑意义，不太具有现实意义，“生产”技术的成分多，而“教育”技术的成分少。
汉代的乐器的使用有文物和文字支撑，皮影是幻灯的前身，有文字的记录，著录弟子更是如此。
这样，有理由作为教育技术的起点。
　　关于教育技术学的起点，该书也做了一定的探索，给出了一个说法，即北宋时期王唯一在1027年
设计铸造了两具的经络腧穴铜人。
主要是将教具与教学联系在了一起。
可惜是有“据”，无“论”，没有这方面的理论阐述。
其它证据则是北宋的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以及算盘的使用等等。
可以说教学技术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普及和运用。
应当说这是不太严格意义的教育技术学的发端。
一般认为1658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世界图解》的出版标志着世界教育技术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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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的教育技术诞生，比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要早600年多年。
严格意义上，我认为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些有关教学技术和电化教育的著作当是教育技术学（电化
教育学）的正式诞生。
从理论成熟度上讲，时间越往后“学科”脉络越分明。
但是从历史起源的角度说，则越往前学术价值越大，当然“学科”界限就越模糊。
为此，我认为北宋教育技术学起源论可以作为一家之说。
　　其二，教育技术史的理论框架问题　　西方的博士学位多是Ph.D，就是哲学博士学位的意思。
一本著作一套理论自然有它内在的逻辑线路，这就是理论框架。
该书在绪论中已经给出了他们的理论框架。
我认为很有价值，反映了作者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审视教育技术史的发展路径。
　　纵观该书全部内容，我认为作者沿袭了时间脉络、政权更迭的顺序、教育史的线索、技术史的路
径、地理区分的维度、制度史和思想史的逻辑等几条线索。
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错综复杂。
我们划分时段，寻求思想，实际上是在找寻推动教育技术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教育技术发展的内在规
律。
如果说，仅仅是史料的堆砌和搜集，那么则是一本教育技术史史料汇编，尽管也有意义，终归不是一
部“史”，只能是一堆“料”。
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在陈述的同时切实在思考在探索其规律。
　　教育技术史的发展来自于教育史和技术史的合力。
也就是说，当教育史和技术史都十分发达的时候，教育技术史则是灿烂鼎盛的时期，比如两宋时期和
民国时期。
单纯技术史的发达抑或单纯教育史的发达都不能成为教育技术史发达实际推动力。
元朝技术十分发达，出现了郭守敬这样当时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天文、建筑、水利都达到当时世界
先进水平，可是教育并不发达，教育技术也乏善可陈。
当然当教育发展缓慢，技术发展缓慢的时候，自然也是教育技术发展缓慢的时期，比如魏晋南北朝就
是如此。
　　这本书丰富了教育技术史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框架，梳理了教育技术史教
学技术史自始至终发展的脉络。
具体回答了教育技术史的起源、教育技术学诞生以及总结了六次大的高潮。
丰富了教育史的范畴，延长到了原始社会开始其完整的古代、近代、现代教育技术史。
　　三　　在某种意义上，我看该书是有关我国教育教学的技术史。
凡是能够增进教育教学的手段、方法和工具都是教育技术。
由点到面按照历史年代连接起来就是中国教育技术史。
　　笔者认为《创新与借鉴：中国教育技术路径研究》该著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主要反映在
：第一，从理论上说，突破了我国传统的教育技术史就是电化教育史的苑囿，而是认为教育技术史包
括电化教育史。
提出了1027年北宋医学家王唯一设计经络腧穴铜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教育技术的诞生。
第二，在时间上，将我国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电化教育逻辑起点推延到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的原始社
会。
本书纵观古代社会、近代社会和现当代社会的教育技术发展历史。
第三，在空间上，既详述了民国时期国民党控制区的教育技术情况，也涉及到了日伪控制的东三省，
还谈及了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同时囊括了港澳台地区教育技术沿革，资料翔实，覆盖全面。
第四，从内容上，涉及到教育技术的制度史，同时也注意了教育技术的思想史，挖掘了荀子、《学记
》、戴震的教育技术思想，梳理了舒新城、郭有守和南国农等人的教育技术思想，力求在教育家的范
围上有所突破，有所推新。
　　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这部著作也不例外。
首要的问题恐怕是对教育技术概念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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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教育技术？
教具是不是教育技术？
教学形式的重新组合是不是教育技术？
我觉得该书在教育技术概念上可能泛化。
还有，尽管史料搜集十分困难，有些资料阅读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古代部分，有待充实和完善。
可喜的是书中引用了一些考古文物方面的成果，问题是如何将文物与教育结合起来，仍然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
　　该书的出版盼望能够对天津的教育技术发展有所帮助，希望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同时也希冀对我国教育史的内容有所丰富。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亦寻其异音耳。
　　天津市教育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武升研究员　　2012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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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时间为坐标，以大量史料为支撑，研究内容上覆盖了中国教育技术的思想史、制度史与技
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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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学教育技术繁盛
四、古代蒙学教材的延续
第二节电化教育的开端
一、国外电影的传入
二、我国电影教育的发端
三、教会学校电化教育的发轫
第三节函授教育的肇始
一、近代最早的函授教育活动
二、近代最早的函授教育机构
第四节特殊教育手段的创立
一、教会学校的盲人教育技术
二、教会学校的聋哑人教育技术
第十章民国时期的教育技术
第一节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电化教育
一、相关术语的由来
二、电化教育的组织机构
三、有关电化教育的法律法规
四、电化教育的经费
五、电化教育的内容
六、函授教育的发展
第二节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电化教育
一、抗日根据地的电化教育
二、解放区的电化教育
第三节日伪占据时期的电化教育
一、“满铁”对我国电化教育的染指
二、“满映”在我国电化教育的行径
三、汪伪政府电化教育的卖国鼓噪
第四节舒新城的电化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政治观点
二、电化教育思想主要内容
三、对后世的影响
第五节郭有守的电化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信仰
二、电化教育的主要思想与活动
三、电化教育思想和活动的评价
近代部分小结
第十一章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教育技术
第一节我国电化教育的制度
一、电化教育管理机构的变迁
二、电化教育政策的变迁
三、电化教育仪器生产变迁
第二节学校电化教育的初步发展
一、电化教育专业的初步发展
二、广播电视大学的建立和发展
三、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建立
四、函授教育的发展
第三节社会电化教育的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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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信技术与计算机的突破进展
二、电影教育的蓬勃发展
三、电教期刊的发展
第四节萧树滋的电化教育思想
一、主要生平
二、电化教育思想的内涵
三、电化教育思想的评价
第十二章改革开放至今的教育技术
第一节电化教育的飞跃
一、电化教育政策的沿革
二、电化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三、电影教育的发展与衰退
四、教育技术设备不断创新
五、计算机辅助教育的发展
六、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第二节教育技术学科建立与发展
一、教育技术学科建立
二、教育技术学科发展
三、远程教育学的创立
第三节教育技术学文献分析
一、我国现阶段教育技术期刊概况
二、《电化教育研究》杂志分析
第四节最新教育技术热点问题
一、教育技术理论建设
二、教学设计与学习理论
三、创新性技术研究
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
五、绩效技术与企业培训
第五节南国农电化教育思想
一、主要社会经历
二、电化教育理论贡献
三、电化教育思想评价
第十三章我国港澳台地区的教育技术
第一节中国台湾的教育技术
一、日据时期的电化教育（1895—1945年）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技术（1945—1978年）
三、革新后教育技术（1978年至今）
第二节中国香港的教育技术
一、回归前的教育技术
二、回归后的教育技术
第三节中国澳门的教育技术
一、早期的教育技术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澳门电化教育
三、回归后的教育技术
现当代部分小结
参考文献
附 录 一中国教育技术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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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外国教育技术大事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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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教育，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有了教育技术，就有教育技术历史。
由于我国教育技术学科最早成立就算是20世纪30年代，也不过80多年的历程。
何况，它的真正发展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
因此，关于教育技术史的起源，以西北师范大学南国农先生为代表的主流观点是我国20世纪20年代。
本书认为这是我国电化教育的逻辑起点，并非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
电化教育仅仅是教育技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不是全部。
我国教育技术起源于原始社会，萌芽于先秦，诞生于汉代，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民国，鼎盛于改革开
放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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