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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基础理论研究是任何学科发展的命脉袁是学科之
基遥 它以求真为宗旨袁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人们不
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1]袁努力透过感
官世界袁追寻其背后的本源遥爱因斯坦曾指出袁如果人
们掌握了学科的基础理论袁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工
作袁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2]遥

然而袁历史和实践多次证明袁任何非本土化的理
论都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袁才能发挥其价值袁如马
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袁形成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袁才能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遥 纵
观国内袁针对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论
文相对较少袁 基础理论相关的研究已湮没于实证研
究尧技术应用研究的汪洋大海中袁且有被边缘化的趋
势遥 基础理论是中国教育技术学的命脉袁研究和建构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

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袁同时也能增强我国教育技术
学的学科自信和话语权遥

基于此袁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
础理论相关研究曰其次袁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如何开
展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袁构建出中国特
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框架袁并将其应用到中国
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之中遥

二尧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回眸

渊一冤我国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
在建构基础理论时袁通常都需要先探讨基础理论

的逻辑起点袁再由逻辑起点延伸出概念和理论遥
当前袁关于我国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还未达成

统一的共识袁代表性的研究有院桑新民于 2003年提出
的野借助媒体的学习冶逻辑起点[3]曰郑旭东于 2004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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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野借助于技术的学习冶逻辑起点[4]曰李龙于 2003年
提出的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应该是教育和技术的双
重结构冶[5]曰 何克抗先生于 2005年提出中国教育技术
学的逻辑起点应是野借助于技术的教育冶[6]遥总之袁关于
我国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并没有取得共识袁但在研究
逻辑起点问题时袁学者们普遍采用野技术融合教育冶的
思考方式遥 南国农先生提出 野教育技术=先进教育理
论伊现代信息技术冶的公式被认为是独创理念遥

渊二冤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概念界定
自 AECT 94定义渊以下简称野94定义冶冤传入我国

以来袁何克抗先生便结合我国国情袁对 94定义进行本
土化改进袁 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定义院野我国教
育技术学是通过设计尧开发尧利用尧管理尧评价有合适技
术支持的教学过程与教学资源来促进学习并提高绩效

的理论与实践遥冶[7]该定义将 94定义中的野学习过程冶与
野学习资源冶改为野教学过程冶与野教学资源冶袁并指明了
我国教育技术学的最终目标是 野促进学生学习并提高
绩效冶遥 该定义立足于我国野尊师重教冶的优良传统袁体
现出了何先生野主导要主体冶的教学结构思想袁是中国
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中的杰出代表遥 然
而袁随着国际国内对于野学为中心冶的教育理念日益强
化袁似有必要重回对于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关注遥

渊三冤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分类
基础理论体系分类是建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

基础理论的重中之重袁 也是当前亟须突破的重难点遥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袁南国农先生便提出了中国特色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由野本质论尧功能论尧发展论尧媒
体论尧过程论尧方法论尧管理论冶组成的设想[8]曰随后袁张
恩成尧 王小平等于 2006年初步构想了我国教育技术
学的基础理论体系院由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渊教育技
术教与学的基本概念尧教育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尧教育
技术的教学特点等冤尧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渊马克思
主义认识论尧教育心理学尧教育传播学等冤组成[9]曰2009
年袁徐福荫总结了我国学者对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
础理论分类的探索渊七论尧十三论尧三大部分等冤 [10]曰
2010年袁邓小华提出袁当前的分类包括了教科书模式
渊如南先生的野七论冶尧李康的引论尧发展论尧教育媒体
论尧教育信息资源论尧教学设计论等冤尧内容模式渊技术
和技术化尧教学需求和培养目标分析技术尧教学内容
选择技术尧教学目标制定技术等冤尧层次结构模式渊教
育技术的本体论尧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尧教育技术的
应用与评价冤等[11]曰2010年袁何克抗先生提出袁中国特
色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可划分为野是什么理论尧为什
么理论尧怎么做理论冶[12]曰2014年袁钟柏昌提出袁可以从

范畴出发袁 建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体系袁
但其并未给出具体的结论[13]遥

总之袁关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体系尚
未形成统一的定论袁不同的分类方式各有千秋遥 在进
行理论体系分类时袁需要确保分类方式必须能揭示中
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的本质袁避免流于表面的分类方式
以及将野基础理论冶等同于野理论基础冶的错误分类遥

渊四冤如何开展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
张立新等于 2008年明确指出袁 照搬照抄美国教

育技术学理论的危险袁给出了建立本土化教育技术学
基础理论的指导思想院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旗帜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冶野正确处理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冶野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
系冶等两个基本原则 [14]曰同年袁刘洋指出袁要努力开创
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袁避免照搬照抄西
方教育技术学理论[15]遥 2010年袁南国农先生提出了教
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重构路线图袁对建构中国特色教
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工作进行了指导遥 南先生指出袁
要秉持野和为贵冶的理念袁坚持野和而不同尧求同存异冶
的策略袁走野三重尧三化尧三防冶的途径袁实现教育传播
与技术理论架构渊即框架 A冤和教育心理与技术理论
架构渊即框架 B冤的融合袁以建成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
基础理论体系框架为目标[16]遥 同年袁在野路线图冶的基
础上袁邓小华呼吁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袁运用哲学的运
思方式袁进行理论体系的分类[17]遥2013年袁赵静指出我
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力量分散袁 缺少系统的研究成
果袁 应用理论研究存在着低水平重复现象等问题[18]遥
李芒于 2022年提出袁 必须加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
研究袁指出基础理论研究对于中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
重要性袁并提供了开展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切
入点院本质论尧发展论尧价值论等[1]遥

在回望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

础上袁本文认为袁当前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
研究取得的成就概括如下院渊1冤不唯西方袁尤其是以美
国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马首是瞻袁坚持探索中国特色
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遥 在教育技术学引入之初袁南国
农先生便提出了要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

论袁不应照搬照抄西方教育技术学遥 渊2冤明确构建中国
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工作中的指导思想院立足本
土袁坚持中国特色袁以开放尧包容的心态接纳不同的观
点遥 渊3冤提出运用哲学的运思方式袁开展中国特色教育
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遥从教育哲学视角思考中国
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

教育技术学存在的理论含糊尧逻辑不清等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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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问题的提出

必须承认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构建

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袁本文认为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
下三个突出问题院

渊一冤将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等同于教育技术学
基础理论

教育技术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袁其必然会吸纳有关
学科的理论袁如教与学的理论尧传播学的理论尧计算机
科学的理论等遥 然而袁这些理论都不是教育技术学本
身的理论袁因此袁只能作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袁不
应作为教育技术学的基础理论袁更无法作为中国特色
教育技术学的基础理论遥 无论是南先生提出的野框架
A冶还是何先生提出的野框架 B冶袁都应是对教育技术学
理论基础的探讨遥 从研究难度方面看袁教育技术学理
论基础的研究难度要低于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研

究难度曰从研究成果方面看袁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的
研究成果要远多于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遥

渊二冤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体系分类繁杂
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袁也是基

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遥 目前袁我国教育技术学基
础理论体系分类众说纷纭袁 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
准遥常见的分类主要有南先生提出的野七论冶野十三论冶
以及按 AECT 94定义袁 将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
理论划分为野设计尧开发尧管理尧应用尧评价冶等遥这些划
分有各自的合理性袁但也有各自的不足遥同时袁这些分
类方式究竟是基础理论的分类还是理论基础的分类袁
以及这些分类方式是否能揭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

的本质袁还有待商榷遥
渊三冤对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

论的探讨不够深入

应该如何开展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

究钥是否存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方
法钥 这些属于方法论层面的研究内容较少涉及遥 现有
研究均是深入具体问题中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中国特
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观点袁对如何开展中国特色
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探讨不够深入遥南先生虽
然提出了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重构的路线

图袁但路线图偏宏观袁可操作性不够强遥 本文认为袁对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渊也可称其
为研究框架冤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袁有助于厘清开展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思路遥 同时袁讨
论和建构研究框架的过程袁亦是不断反思和总结中国
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重点研究问题的过程遥

本文在现有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袁围绕着野应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教育
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框架钥 冶的目标袁提出了以下两个
研究问题院

研究问题一院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
框架应是怎样的钥

研究问题二院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
框架是如何应用的钥

四尧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
研究框架

渊一冤构建思路
如图 1所示袁 本研究框架的构建遵循两大思路院

思路一是尝试从教育哲学的角度进行理论体系的分

类袁思路二是引入程序化扎根理论遥

图 1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思路

1. 尝试从教育哲学的角度进行理论体系分类
钟柏昌尧李艺指出袁理论体系的构建实质上就是

学科各种理论的分类过程袁 如何进行理论的分类尧从
哪些角度进行分类袁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难题遥 何克抗
先生曾从理论功能的角度袁将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分
为野是什么类理论冶野为什么类理论冶野怎么做理论冶袁亦
有国内学者借鉴 AECT 94定义将教育技术学基础理
论分为野设计冶野开发冶野管理冶野应用冶野评价冶遥这些分类
各有千秋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我国学者对教育技
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积极探索遥

在教育理论的相关研究中袁威尔曼尧涂尔干等主
要将教育理论分为两类院科学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理
论遥 布雷岑卡基于此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袁即将教
育理论分为科学教育理论尧哲学教育理论渊又称规范
教育理论冤以及实践教育理论遥其中袁科学教育理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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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实验和测量袁让人们接受科学判断袁并以最合理的
方式计划和行动曰哲学教育理论以思辨的方式袁透过
本体论尧认知论尧价值论尧方法论对教育活动进行思
考曰实践教育理论以理解性对话为手段袁揭示特定社
会文化情境中与特定教育者群体有关的教育任务及

完成任务的手段遥
根据布雷岑卡的观点袁本文尝试从教育哲学的角

度对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分类袁因为哲学研究是对事
物本源的追问袁 最能揭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的本
质遥邓小华指出袁野在研究和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
论的时候袁首先要自我询问的是袁这些成果是教育技
术理论吗钥 它具备教育技术理论的功能和特点吗钥 只
有这样袁 才可能是从事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袁而
不是什么都往理论研究里装冶[10]遥

在从事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时袁必须时刻
追问袁 所作的研究是不是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钥
研究的到底是基础理论还是理论基础钥 为此袁本文提
出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三个要素院一是逻辑自洽的
知识体系袁 能够揭示学科系统运行和发展的规律袁解
释教育技术现象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曰二是教育技
术学理论研究告诉采取怎样的方式思考和解决学科

实践中浮现的问题曰三是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是一种
价值规范遥这三个要素可检验所进行的理论研究是否
真的是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遥 而哲学对本体论尧
价值论尧 方法论等的探讨正符合理论研究的三个要
素袁因此袁从哲学角度切入袁利用哲学研究教育技术学
基础理论再合适不过遥邓小华也建议利用哲学研究教
育技术学基础理论袁 只有借助哲学才能解决概念混
乱尧理论含糊尧逻辑不清的问题[17]遥 李芒也建议从教育
哲学的角度进行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袁提供了教
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哲学范畴院本质论尧关系论尧发展
论尧方法论尧价值论[1]遥

在此基础上袁将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划分为本质
论尧关系论尧发展论尧方法论尧价值论遥中国特色教育技
术学的本质论研究中国教育技术学野是什么冶的问题袁
主要关注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存在袁
揭示中国教育技术学的本质遥关系论研究教育技术学
的内外部关系袁具体而言袁内部关系主要探讨教尧学尧
用的关系袁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学之间的关系尧教育
技术与教育活动诸多要素间的关系等袁外部关系包括
了教育技术学和其他学科间的关系等遥发展论主要探
讨我国教育技术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等问题遥方
法论主要探讨如何运用教育技术解决我国教育问题

以及中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应秉持的研究范式遥价值

论反映了学科对于人和社会的作用袁体现了人和社会
对学科的态度和评价袁解决的是我国教育技术学应该
如何的问题遥

2. 尝试引入程序化扎根理论
程序化扎根理论是在经典扎根理论的基础上提

出的袁其核心依然是强调理论的归纳和产生要植根于
具体的实践袁但也不排斥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运
用[19]遥 在研究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时袁建议
引入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方法是本文的首创遥 主要原
因院 一是我国教育技术学亟须本土化基础理论的探
索袁而从本土化教育技术学具体实践中归纳得到的理
论袁可认为是本土化的基础理论遥 在现有的研究方法
中袁包括程序化扎根理论在内的扎根理论方法袁便是
从实践中归纳理论的一种方法遥二是我国的教育技术
学者也曾对本土化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作了一些研

究袁这些研究工作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遥
程序化扎根理论主要分为三个步骤院开放性编

码尧主轴编码尧选择性编码遥 与经典扎根理论类似袁
开放性编码要求从文本中抽象出一些范畴袁寻找范
畴的属性袁并将其维度化遥 主轴编码则是明确主次
范畴袁基于典型模型袁将次范畴围绕主范畴组织起
来遥 选择性编码是在多个主范畴中确定核心范畴袁
并围绕其组织理论遥

渊二冤构建研究框架
在野思路一冶和野思路二冶的指导下袁构建出的中国

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框架袁如图 2所示遥
该框架的起点是从教育哲学的角度袁利用哲学的

运思方式袁将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体系划分
为方法论尧关系论尧价值论尧本质论尧发展论遥本质论和
发展论是基础袁 方法论和关系论是在此之上的延伸袁
而价值论则贯穿于本质论尧发展论尧方法论及关系论遥
接下来就是程序化扎根的环节遥首先袁获取原始资料遥
原始的资料来源可以是已有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

基础理论文献尧本土学者的访谈资料等曰其次袁通过开
放性编码尧主轴编码尧选择性编码归纳得到核心范畴袁
在三级编码的过程中袁可以边编码边按野方法论尧关系
论尧价值论尧本质论尧发展论冶的论域划分袁将编码结果
归类袁有些编码结果可能会归入多个论域中袁这也是
合理的袁因为这几个论域之间并不是互相割裂袁而是
存在着一定的关联遥 最后袁当完成编码结果的论域归
类后袁 也就建构出了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
体系遥 为确保编码和归类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袁建议由
多位研究人员编码遥 本文提出的研究框架有以下三个
特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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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扎根性
该框架以程序化扎根理论为主体袁通过对本土的

理论研究论文梳理尧专家学者的访谈袁归纳得到中国
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体系遥其扎根于本土化教育
技术学研究袁确保得到的结论一定是本土化的教育技
术学基础理论遥 在选择原始资料时袁确保选择的资料
一定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渊如关于教育技术学的
定义袁便选择了何克抗先生提出的中国化定义袁而不
采用美国教育技术协会提出的 94定义冤遥

2. 动态性
该框架的动态性是指通过该范式建构出的中国

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遥随着
教育技术学在中国的普及袁运用扎根理论袁从本土化
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归纳得到的方法论尧关系论尧价值
论尧本质论尧发展论也有可能发生变化遥随着社会的发
展尧外在环境的变迁袁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工作者也
要不断批判尧反思构建的基础理论体系袁这样才能保
持教育技术学科的生命力袁才能确保基础理论的研究
始终服务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实践遥由于程序化扎
根编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反复尧批判尧反思尧总结的过
程袁因此袁基于该研究范式开展的教育技术学基础理
论研究袁也充满着反复尧批判尧反思袁这也是基础理论
研究工作应有的状态遥

3. 坚韧性
野韧性冶首次出现在教育研究中是 2020年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袁是指教育系统抵抗外界风险的能力遥 将
其迁移到基础理论研究中袁指的就是教育技术学基础
理论研究工作抵抗风险的能力遥随着外界环境的不断
变化袁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也会面临种种

挑战遥 在开展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时袁
既要做到野不变冶尧也要做到野变冶袁方能应对基础理论
研究工作所面临的挑战袁增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
究的野韧性冶遥 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尧信息技术如何
发展袁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野不变冶在于所
进行的研究一定是基础理论研究袁所探讨的问题一定
是基础理论问题遥 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袁不断追问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的本质论尧发展论尧关系论等问
题袁可保证所开展的工作不会偏离主题袁一定属于基
础理论研究的范畴遥

本文提出框架的逻辑起点就是倡导依据哲学的

理论框架和运思方式开展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

理论研究袁 确保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中的
野不变冶遥 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野变冶体现
在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者要积极顺应外界环境的变

化袁否则构建出的基础理论体系便会缺乏生命力袁与
实践脱节遥

五尧运用示例

该部分主要是展示如何利用该框架开展中国特

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遥 如图 2所示袁第一步是
选择原始资料遥以我国教育技术学学者的研究论文为
例袁在中国知网中设置检索词为野中国特色冶或野本土
化冶或野中国冶并含野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冶或野教育技
术基础理论冶或野教育技术学冶或野教育技术冶等袁并进
行关键词尧主题尧全文检索袁检索出所有的关于中国特
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探讨的论文遥 通过阅读和筛
选袁最终将符合主题的文献作为样本分析袁其编码与
整理结果见表 1遥

图 2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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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编码 描述 编码

重视学习过程袁关心教学手段 J1 技术提高教学质量 J6

融合计算机袁网络媒体 J1 技术育人 J14

重视教学模式的开发 J1 注重技术与课堂的深度耦合 J14

用技术优化教学活动 J9 促进教育智能化 J14

借助技术的教育活动 J11袁J19 开展电教实验渊三种技术完成两件事冤 J5

注重野学冶也要重视野教冶 J11 将技术应用于教育时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J16

定位为野教育要技术冶的双重定位 J12 提升教育绩效 J17袁J20

定位于教育而不是技术 J11 加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 J15

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思想相融合 J13袁J3袁J4袁J5 增强学科和市场尧社会需求的关联度 J15

以现代教学媒体的应用为核心 J13袁J6袁J19袁J7袁J8 将教育与技术当作整体袁作为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 J17袁J18袁J10

开展网络教育 J5 理论与实践并重 J7袁J18袁J10

所属论域 范畴 概念 编码

本质论 袁
关系论 袁
发展论

技术与教

育的融合

用技术优化教学活动 J9
借助技术的教育活动 J11袁J19
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

思想相融合

J13袁J3袁
J4袁J5

以现代教学媒体的应用为

核心

J13袁J6袁
J19袁J7袁J8

开展电教实验 渊三种技术
完成两件事冤

J5

注重技术与课堂的深度耦合 J14

关系论 袁
发展论 袁
方法论

结合新兴

技术手段

融合计算机袁网络媒体 J1
开展网络教育 J5
加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应用
J15

促进教育智能化 J14

本质论
注重野学冶也要重视野教冶 J11
定位于教育而不是技术 J11

关系论
增强学科和市场尧 社会需
求的关联度

J15

本质论 袁
价值论

育人为根

立德树人 J14
技术育人 J14
将技术应用于教育时

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J16

方法论
重视技术

实践

开展电教实验 渊三种技术
完成两件事)

J5

理论与实践并重 J7袁J18袁J10

本质论
促进教学

过程和绩效

重视学习过程袁关心
教学手段

J1

重视教学模式的开发 J1
提升教育绩效 J17袁J20

教育为本

学科与社会

系统关联

类型 来源 刊物 编码

期刊

论文

中国

知网尧
万方等

叶中国医学教育技术曳 J1渊何克抗袁1995冤

叶电化教育研究曳

J2渊李芒等袁2022冤袁J3渊南
国农袁2006冤袁J4渊南国农袁
2003冤袁J5 渊 南 国 农 袁
2000冤袁J6 渊 萧 树 滋 袁
1990冤袁J7 渊 李 文 光 袁
2010冤袁J8渊李运林袁2009冤

叶现代远距离教育曳
J9 渊何克抗袁2011冤袁J10
渊王竹立袁2011冤

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曳
J11渊何克抗袁2013冤袁J12
渊南国农袁2013冤

叶现代教育技术曳 J13渊南国农袁2010冤

叶中国远程教育曳
J14 渊郑永和等袁2022冤袁
J15渊卢锋等袁2022冤

叶中国电化教育曳
J16渊黄堂红袁2000冤袁J17
渊李龙袁2005冤袁J18渊孙立
会等袁2014冤

叶科教导论曳 J19渊姬虹袁2014冤

叶中国成人教育曳 J20渊刘艳慧袁2013冤

表 2 开放性编码渊例冤

表 1 文献样本编码

第二步袁开展野开放性编码冶野主轴编码冶野选择性
编码冶的三级编码工作袁同时进行野本质论冶野发展论冶
野价值论冶野方法论冶野关系论冶的论域归类遥在开展一级
编码的过程中袁通过系统阅读样本文献袁在文字资料
中寻找概念类属袁提取关键描述并概念化处理袁最终
提炼到 26个开放性编码袁结果见表 2遥

主轴编码旨在找到各个概念间的类属关系袁对
理论的研究内容和方向得到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认

识遥 对开放性编码得到 22个概念进行主轴编码袁总
结归纳得到 7个范畴袁分别为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尧结
合新兴技术手段尧教育为本尧学科与社会系统关联尧

育人为根尧重视技术实践尧促进教学过程和绩效袁结
果见表 3遥

表 3 主轴编码渊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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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论域 直接范畴 包含范畴

本质论袁价值论 育人为本
育人为根

教育为本

本质论袁关系论袁
发展论

技术与教育的融合 技术与教育的融合

关系论袁发展论袁
方法论

结合新兴技术手段 结合新兴技术手段

关系论 学科与社会系统关联 学科与社会系统关联

方法论 重视技术实践 重视技术实践

本质论 促进教学过程和绩效 促进教学过程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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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众多的概念类属及其内在联系袁从中抽
象出具有较强关联性的核心概念类属袁得到直接范畴
和包含范畴袁结果见表 4遥

表 4 选择性编码

第三步袁依据选择编码的结果袁建构出中国特色教
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体系初步模型袁如图 3所示遥在
本示例中袁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体系中的本
质论表现为育人为本尧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尧促进教学
过程和绩效曰关系论表现为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尧结合
新兴技术手段尧学科与社会系统关联曰发展论表现为
技术与教育的融合与结合新兴技术手段曰方法论表现
为结合新兴技术手段与重视技术实践曰价值论表现为
育人为本遥
需要说明的是袁本示例只是为了说明如何运用该

框架开展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袁并非给
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体系遥 因此袁该示例
得出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并非最终的结

果遥 研究框架的提出袁为我国学者建构本土化的教育
技术学基础理论体系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方法袁更好
地服务于我国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遥

图 3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体系初步模型

六尧结 束 语

本文基于教育哲学和程序化扎根理论袁构建了中
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框架袁从方法论的角
度探讨了如何开展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

究袁并举例说明了如何运用该研究框架遥其具备的野扎
根性冶野动态性冶野坚韧性冶袁 将有效地应对基础理论研
究可能面对的种种挑战袁确保构建的中国特色教育技
术学基础理论体系既源于实践尧又能指导实践遥当然袁
在基础理论研究的道路上并不仅有此路可行遥在未来
的研究中袁除了可以通过基于当前已有的有关教育技
术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进行分析之外袁也需要结合一
些实际案例进行研究袁特别是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时
代的发展袁更应是如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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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basic theory is the lifeblood and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y
discipline.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current mainstream
empirical research paradigm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has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localized research of basic theory. Basic theory is th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onstruct a basic theory system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the basic theory system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largel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develop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basic theor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classify the
system of basic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secondly, the research domain of
basic theory based on the mode of thinking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 programmed grounded theory
is constructed; finally, how to use the framework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is illustrated, with a view to
making a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n basic theor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China.

[Keywords] Basic Theor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Framework; Educational Philosophy; Programmed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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