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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加涅教育技术观的形成及其内在结构进行梳理和探析"结合作者自己的理解予以阐释"对教育技术学

究竟是什么以及学科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发表个人见解"期望能够为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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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进程中"诸多学者不断

尝试着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不仅仅反映在

学科领域研究范畴的不断变迁"也反映在学科名称及

其定义的不断变更上& 先后多次较有影响的学科定义

(%./!年)%.*(年)%.*$年)%.**年)%..’年)$((’年*是

最鲜明的体现& 每一次的定义都力图客观地刻画伴随

着时代发展的新技术)新观念的不断涌现而变迁的教

育技术学领域的本质"从而明确本学科领域的研究对

象)范畴)理论基础以及学科的知识来源和构成等& 正

是这一系列理论研究促进着学科不断走向成熟"但从

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本学科领域尚未达到成熟学科的

水平"学术界对教育技术学的认识依然存在着分歧和

争论& 本文不去作具体学科定义的分析和探讨"而是

希望通过解读加涅教育技术观"从中获得启示)引发

思考"从而加深我们对教育技术学是什么以及未来发

展趋势等问题的理解&
罗伯特+加涅 !012345 67 &89:3"%.%/)$(($*是

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心理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后半生

主要研究精力集中在学习理论)教学理论)教学设计

乃至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的构建之中"成为多个学科

领域公认的国际著名学者& $(世纪/(年代后期"加涅

开始关注并进入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以其不断形成

与发展的学习条件理论为基石"审视着年轻的教育技

术学的发展"并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对该学科发展具有

深远意义的重要见解"形成了他独特的教育技术观&

一)加涅教育技术观的形成

%./;年"加涅撰写了他的第一篇以教育技术为标

题的文章,作为技巧)方法)手段的教育技术-&$%% 在

这篇文章中"加涅描述了教育技术学的定义"即教育

技术学是基于科学研究的教育系统化设计与实施的

技术知识的总体.<=3 >=48?3/3@AB85C1:8D 53B=:1D19E0
1:8F3DEG 8 21@E 1H 53B=:CB8D I:1JD3@93 821A5 5=3
?E?53F85CB @3?C9: 8:@ B1:@AB5 1H 3@AB85C1:G 28?3@
A>1: ?BC3:5CHCB 43?384B=7#2 $$% 这个定义的描述表达了

加涅对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的基本主张"教育的系统

化设计与实施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范畴"而在设计与

实施的过程中所应用的技术构成了该领域的主要内

容3同时"技术的有效性靠科学研究作保证&这里加涅

对技术的理解主要是指技巧)方法)过程)手段等&
我们如果把加涅的这个定义和美国-KL<%./!年

的定义作比较 ./视听传播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一个

分支"它主要研究对控制学习过程的信息进行设计和

使用11它的实际目的是有效地使用每一种传播方

法和媒体0*"$!% 不难发现4/!定义的研究重心在媒体

的设计与使用上"而加涅则认为教育的系统化设计与

实施则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要范畴& 在此"他对教

育技术学领域作出了有意义的拓展工作"促使教育的

系统化设计与实施归入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
%.*’年"加涅撰文,教育技术与学习过程-"再一

次阐发了他对教育技术学的看法5/教育技术学对于

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看法& 教学技术委员会%.*(年提交

的以6为了改善或促进学习.<1 MF>41N3 O384:C:9#4为

标题的报告中" 包含了两层含义3 我赞同第二层含

义03$’% 教学技术委员会4*(定义的第二层含义是指

/教学技术0是一种根据特定目标来设计7实施与评价

整个学与教的过程的系统方法& 它以对人的学习和传

播的研究为基础"综合运用人力)物力资源"以达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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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教学目的#$#% 这层含义与加涅&’(定义的描述

很相近)同时与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又很吻合# 从这

个角度看’加涅的很多研究成果可以为教育技术学所

应用’ 这无疑丰富了当时的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加涅进一步阐发了(媒体技术如何组

织到外部教学事件中去’以便支持学习的内部过程)’
$’% 表明加涅开始以自己的理论体系为基础研究教育

技术的相关问题#
!"世纪("年代’美国教育技术学界正值认知心理

学的热潮时期’基于此’%*(!年美国权威刊物*教育技

术+!+,-./0123/4 56.7324289" 就学习心理学的发展,
教学设计的含义以及计算机技术对于教学设计与开

发的影响等重大问题对加涅进行了专访# 访谈中’加

涅认为学习心理学正在经历着从行为主义到认知主

义转变的过程’认知主义将占主流地位’但加涅也强

调应融合行为主义合理的成分用于教学的设计’即精

心计划和设计外部教学事件以便支持学习者的内部

学习过程# 对于在教学中如何应用计算机技术’加涅

提出了三种方式- 基于环境刺激的问题解决 !:;2<!
46=>?24@138 A107 ?1=-4/0123",练习!B;144 C3, :;/.!
01.6"和辅导教师!5-02;"’并认为可以将这些形式整合

到中小学的课程中去# 最后就发展趋势进行了总结和

展 望’ 加 涅 认 为 当 前 的 发 展 主 要 集 中 在 学 习 理 论

!D6/;3138 5762;9", 关 于 学 习 的 研 究 !E6F6/;.7 G3
D6/;3138" 以及计算机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正是这些

综合的研究将带来新的技术工具,新的学习观念以及

实施教学的新方法)# $H% 这次访谈为("年代的美国教

育技术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尤其是加涅对

学习理论的(折衷)看法’即使是对于当前教育技术学

的研究依然是大有启发#
%*(H年’加涅汇集了一大批美国当代教育技术学

专家的思想’主编出版了*教育技术学基础+一书# 这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加涅教育技术观的形成# 他以自己

的理论体系为基石’希望通过专家们对他们各自所熟

悉领域的描述和对未来趋势的把握’对教育技术学领

域作一全景式的扫描’从而构建起以研究(有效学习

条 件 !CF ?0-,16F GI 576 J23,10123F K2; +II6.01@6
D6/;3138")$(% 为核心的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

对于教育技术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加涅首先从界

定技术的概念出发’引出了教育技术学的定义# 他认

为技术是由科学研究导出的系统化知识’那么教育技

术学就是以研究(有效学习条件)为核心’由源于科学

研究的技巧和方法等组成的系统化知识# (其中一些

条件是学习者本身应具有的能力和素质’包括视听能

力,演讲和文字理解能力等# 另一大部分条件’是借助

媒体创设的学习条件..)$*%

加涅对教育技术学定义进行描述之后’进一步提

出了构成该学科领域的主要知识来源’这些来源本身

构成了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

面-
!" 硬件系统技术本身的研究与开发

硬件技术的更新与发展’如电视,计 算 机,卫 星

等’为设计与传输教学拓宽了途径’同时也为人们带

来了更加直观,更加灵活多变的传递信息的方式# 这

些可以用于教学的硬件系统技术本身拥有如何设计

和制作它们自己的技术和系统化知识’但这不是教育

技术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而是该学科的理论基础之

一# 当人们将这些技术创造性地用于改善学与教过程

的时候’这部分系统化知识才成为了教育技术学研究

的内容’比如教育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计算机辅助

教学软件的设计与开发等#
#" 心理科学研究的学习理论

心理科学中关于人类学习的研究成果’包括行为

主义,认知主义等心理学研究的学习理论为教育技术

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人们应用这些成果改善教学的

设计时’这些技巧,过程和方法就成为教育技术学研

究的另一主要内容’比如’教学设计研究领域的形成#
$" 计算机科学’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研究

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研究分支///人工智能’其

中有关人的认知和问题求解等为教育技术学提供了

基础知识# 当人们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模拟人的学习

过程,为学习者提供相应的学习策略等的时候’这部

分系统化知识构成了教育技术学又一研究内容’如教

育人工智能研究的兴起#
%" 传播学研究

在传播学研究中’特别是视听传播的研究是教育

技术学最早的理论基础之一# 它主要研究对控制学习

过程的信息进行设计和使用’其目的在于有效地使用

每一种传播方法和媒体’ 开发学习者的学习潜能’这

些技巧,过程和方法等便构成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内

容’比如’微观教学情境的设计!页面布局,屏幕设计,
图形和视觉设计等"#

从这四个研究领域来看’相互之间似乎没有太大

的关联’每个领域研究者的兴趣可能完全不同# 这也

是造成为什么学术界至今对教育技术学看法不一的

一个很重要原因0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领域的研

究成为教育技术学的基础’使这些专业人士成为教育

技术学的研究者呢1 加涅认为是他们共同拥有的信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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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技术学的现状与未来’加涅认为教育技

术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领域’是一个能够在富有科

学知识背景之上展开的领域’投身于教育技术学并把

自己的命运与其紧密相连的专业人士’表现出共同的

信念’同时还同意个人保留自己的人情和疑惑$总之’
这些思想体现在把对设备技术新发展前景的认识与

对学习过程的认识结合起来的这种态度上$按照这种

观点’!教育技术学应努力探索研究与证实优化人类

学习者学习的那些传播特性以及发现如何利用各种

传播媒体和利用它们之间的有机结合来最佳地设计

和实施这些特性$ #%99&

加涅在历经近;:多年的探索’到;:世纪<:年代末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教育技术观())教育技

术学是以研究!有效学习条件#为核心’以改善教学的

设计和传输*促进人类学习有效发生为目的’以关于

教育系统化设计与实施*基于科学研究的技术知识为

构成的多学科交叉的新兴研究领域$ 传播学理论*心

理学理论+操作强化理论*联想主义*认知主义,*硬件

技术研究*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等构成了该学科领

域的理论基础$

二*探析加涅教育技术观

我们如果用结构图的方式探析加涅的教育技术

观+如图,’或许能更加清晰地看出它的内在结构’并

揭示它对教育技术学理论建设与发展的价值所在$首

先’加涅赞同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宗旨是!为了改善或

促进学习#’那么如何才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呢- 在他看

来’通过研究!有效学习条件#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因

为他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学习理论*教学理论*教学设

计理论,以及长期的实践就是以此为!核心#的$ 同时

他认为无论采用什么技术方法*过程与手段’只要是

对设备技术新发展的前景与对学习过程的认识结合

起来’用于改善教学的设计与传输’从而促进人的学

习’都需要通过创设有效学习条件’因为它是实现最

终目的的!中介#$ 因此’加涅提出教育技术学研究的

核心是!有效学习条件#$ 那么这个研究领域不同于其

他学科的地方在哪- 在于改善教学的设计与传输之中

的技术创新与应用’体现在对媒体技术新发展的不断

追踪与对学习过程的不断深化理解结合起来的认识

之中.而这些系统化知识从哪里来- 从相关基础学科

领域的创新研究与应用中来’包括硬件技术的研究与

开发*心理科学关于学习理论的研究*计算机科学中

人工智能关于模拟人的学习过程等研究*传播学特别

是视听传播的研究等/ 这些学科自身构成了教育技术

学的理论基础’而这些领域的那些致力于改善教学的

设计与传输的研究则构成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内容$
同时’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也会激发与促进理论基础学

科的研究与发展’因此图中的箭头表示为双向’表示

相互促进发展$ 而如何把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统整为

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并成为他们交流*协作和合作

研究的平台’则依靠这些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

所持有的共同信念!技术可以用于改善教学的设计和

传输#’从而达到改善或促进人类学习的目的$ 而改善

硬件技术本身的
研究与开发
+理论基础,

技术可以改善教学的
设计与传输+系统观*学习理

论*教学理论为理论基础,

技术可以改善

教学的设计与

传输+系统观*
学 习 理 论 * 教

学 理 论 为 理

论基础,

技术可以改

善教学的设计

与传输+系统

观*学习理论*
教学理论为理

论基础,

技术可以改善教学的
设计与传输+系统观*学习理

论*教学理论为理论基础,

计算机科

学’尤其是

人工智能

+理论基础,

心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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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加涅教育技术观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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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与传输需要在系统观的指导下&运用学习理

论+教学理论等知识&因此学习理论+教学理论+系统

科学自然成为教育技术学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其中

系统科学主要发挥着方法论的作用,
我们从加涅对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的构建过程&

可以看出他的意图是想为这个年轻的学科领域找到

一个理论的-内核.&并为它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

的空间, 但是如果教育技术学以加涅提出的研究-有

效学习条件/为核心进行理论的构建&那就意味着该

学科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理论体系的

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加涅的教育技术观只是作为该

学科领域理论体系构建中的一种可供选择的重要参

考方案,毕竟教育技术学还是一个年轻的正处于迅速

发展阶段的学科领域, 正如’32+ R( ’31768在0=&定义

的回顾中谈到(-教学技术的一个最综合的+面向系统

的定义是由罗伯特1加涅给出的, 22尽管这个定义

集中关注了专家所研究的问题&但如果从现在建构主

义学家对学习环境的描述来看&它似乎是有限的, 不

过&如果我们假设(为学习建立的条件中包括建立学

习环境&那么&加涅的定义仍然是一个包容性大而又

精确的陈述, .#%!$

三+关于教育技术学发展趋势的探讨

通过对加涅教育技术观的解读&我们预测该学科

的研究领域目前依然成增长趋势, 具体表现在&当其

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与改善教学的设

计与传输密切关联并把对技术的新发展与对学习过

程的认识结合起来研究时&这部分工作已经自觉或不

自觉地进入到教育技术学的领域之中,随着他们的研

究不断深入与拓展&可能发觉自己与教育技术学研究

者有着共同的研究目的& 在此会找到一个可以交流+
协作和合作研究的平台3**技术可以改善教学的设

计与传输&从而促进或改善人的学习,这样&他们所在

的学科就可能成为教育技术学新的理论基础之一&所

研究内容可能成为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新

的生长点, 这一点&我们也可从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

史获得证实, 4该学科发端于!"世纪初美国教育领域

内兴起的视觉教学运动.&4其形成与发展& 可从三个

方面追溯(%(视听教学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各类学习

资源在教学中的发展5!(个别化教学的发展5$(教学系

统方法的发展, 这三个方面的起源不同&但逐渐融为

一体& 即现代教育技术,.#%$$ 这三个不同领域的研究

者在起始研究阶段&可能并未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是

同一项事业&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发觉他们有着某

些相通之处&只是研究的角度各有侧重&采用的技术

方法不同而已, 那么这个相通之处就是加涅所说的&
4虽然这些人兴趣可能完全不同& 但他们拥有一个信

念&技术可以用于改善教学的设计和传输., #%&$ 正是

这个信念将他们所做的这些研究工作互为渗透&逐渐

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个学科领域,由此看来&教育技

术学是一个建立在多学科领域基础之上+由这些领域

的那些致力于将技术用于改善教学的设计与传输的

研究者&在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过程中不断累积系统化

知识所形成的学科领域, 它将依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

间& 并会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同

时也可能为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变化,

四+结束语

解读4外经.并不是最终目的&目的在于消化和吸

收4外经.&加以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改造&另立4新

经.&#%#$ 逐步形成富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

论与实践的创新研究6 这也是我国电教前辈南国农先

生所一贯倡导的, 加涅也同样指出(472应避免将

8美国式的问题解决方法9用于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
这不仅指媒体选择& 而且也是指整个教学取向, .#%>$

因此&作者通过研读加涅的有关原著&探析他的教育

技术学观&不是为其修史书&而是希望从中获得某种

启示&从而促进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的深化与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