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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教育思想、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教学
观念、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理论体系，以及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和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学科定位、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文化基础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自主创新等七个
方面，阐述了作者对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对于椎讲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从事教育技术研究和教学人员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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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第一节 关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教育思想第二节 关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教学观念一、
对已有两种教学观念的改进二、“有意义传递--主导下探究”式新型教学观念的实施方式三、目前国
际上在教学观念方面存在的弊端及其原因剖析第三节 关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一、中国特色
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之一——教与学理论二、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之二一一系统论第四节 关
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理论体系一、一个学科理论体系的组成二、教育技术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三、
建构教育技术学科理论体系给我们的启示参考文献第二章 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
的学科定位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一、逻辑起点的本质规定性二、对教
育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三、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第三节 由逻辑起点研究引发的思考与教育技
术学的学科定位一、关于“学习起点论”与“教育起点论”的分歧’二、关于教育技术学是定位于“
技术”还是定位于“教育”的争论第四节 对西方教育技术定义的不同看法与科学的教育技术学定义的
形成一、AECT定义是学科定义还是应用领域的定义二、对AECT定义应如何翻译才忠实于原文三、
对AECT定义应如何客观评价四、AECT定义和AECT定义相比较是前进还是倒退五、如何给出科学的
教育技术学定义参考文献第三章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文化基础——孔子的教育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现代工业社会的固有顽症一、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不能同步二、生态环
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彼此对立第三节 医治现代工业社会顽症的处方一、教育学家的处方——教育的
四大支柱二、心理学家的处方——情商EQ）三、经济学家的处方——可持续发展战略四、物理学家的
处方——热力学第二定律五、哲学家的处方——“天人合一”世界观六、综合性处方——孔子教育理
论第四节 儒家学说的理论体系与核心内容一、儒家学说的理论体系㈦二、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仁”学三、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世界观与“中庸”思想方法论四、
正确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道德修养理论与方法五、先秦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孔子教育理
论第五节 孔子教育理论——弘扬和推行仁道的思想、理论一、孔子教育理论涵盖的主要内容二、孔子
对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三、孔子教育理论的主要特征第六节 孔子教育思想——医治工
业社会顽症的有效处方一、孔子教育理论与教育的四大支柱二、孔子教育思想与EQ理论三、孔子教育
思想与“天人合一”第七节 孔子教育理论——基础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一、基于孔子教育理
论的基础教育改革新方案二、基础教育改革新方案的三大特色三、基础教育改革新方案与应试教育“
转轨”问题参考文献第四章 对于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要内容——“教育信息化理论”的自主建构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教育信息化内涵的界定第三节 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的分析一、西方国家的教育
信息化发展进程二、中国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第四节 信息化教学核心理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
合理论”的建构一、西方国家的主要“整合理论”二、中国特色的“整合理论”第五节 关于信息化环
境下“教与学理论”和“教与学方式”的探索：一、“学教并重”的教与学理论二、中国学者对信息
化环境下的“教与学理论”的探索三、中国学者对信息化环境下“教与学方式”的拓展第六节 在应对
教育信息化面l临的严峻挑战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二、教
育信息化在新阶段面临的严峻挑战三、世界各国迎接教育信息化所面临挑战的对策四、对国内外各种
对策的分析比较’参考文献第五章 对于教育技术核心理论——“教学设计理论”的丰富与拓展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对教学设计理论的发展阶段提出科学的划分依据第三节 提出适应信息化教学环境的新型
教学设计理论一、“以教为主”教学设计的实施步骤二、“以学为主”教学设计的实施步骤三、“学
教并重教学设计的本质特征及实施步骤 第四节 运用“新三论”的系统方法促进教学设计理论与应用
的深入发展一、“老三论”对教学设计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支持 二、“新三论”和教学设计理论与应用
的深入发展；第五节 在运用“新三论”系统方法促进教学设计理论发展过程中应防止的参考文献第六
章 对于教育技术其他重要领域的创新探索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对教育技术“学科定义”的完善与发展
第三节 自主制定教育技术的“应用领域定义”第四节 对远程教育理论与远程教育模式的创新一、关
于远程教育的逻辑起点和远程教育主要矛盾的研究二、关于构建与实施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方面的
创新探索三、关于远程教育中教学交互模型和教学交互层次塔的研究第五节 对学科教学设计与学科教
学论领域的探索一、显著提升学科教学质量离不开创新学科教学论与创新学科教学设计的支持二、信
息化环境下小学语文学科的创新教学论及创新学科教学设计三、信息化环境下小学英语学科的创新教
学论及创新学科教学设计参考文献第七章 通过学习与创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i
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学习与创新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一、学习与创新之间的差异与对立二、学习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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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之间的相互支持第三节 通过不同学习方式促进教育理论创新的典型案例一、通过批判性学习促进教
育理论创新的案例——关于教育公平理论的新思考案例）二、通过扩展性学习促进教育理论创新的案
例——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案例）三、通过比较性学习促进教育理念创新的案例——
关于“主导一主体相结合”的创新教育思想案例）四、通过再认性学习促进教育理论丰富与发展的案
例——关于对EQ情商）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案例）第四节 如何做到敢于创新——要坚持深入实际并端
正两种态度一、坚持深入实际——使你有敢于创新的底气二、要真正做到敢于创新还需端正两种态
度--第五节 如何做到善于创新——应掌握创造性思维理论并要提高四个方面的认识一、掌握与运用创
造性思维理论——使你有善于创新的能力二、要做到善于创新还需提高四个方面的认识第六节 结束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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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中，作者何克抗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教育思想”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教学观念”、“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理论的基础”等七个方面，谈论个人的
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的讨论与关注，从而使“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能看得到更健康
、更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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