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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与创新：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发展 40 年

李运林袁 李克东袁 徐福荫袁 张学波袁 柯清超

渊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袁 广东 广州 510631冤

[摘 要] 教育技术学是教育科学与信息科技融合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遥 它为我国培养高层次的教育数字化人才提

供了重要支撑袁是国家推进教育数字化进程中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的学科遥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自 1983年创办

以来袁已砥砺奋进 40载袁该专业目前已发展成为具有学士尧硕士尧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袁被评为国

家重点学科遥 文章梳理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 40年坚守本质与追求创新的发展历程袁展望教育大变革时代的教育

技术学科发展方向袁旨在为推动我国教育技术学大发展尧大变革提供经验借鉴遥

[关键词] 电化教育曰 教育技术学曰 学科建设曰 交叉学科曰 教育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运林渊1936要冤袁男袁广东化州人遥 教授袁主要从事信息化教育尧教育传播理论尧协同教育理论与实践研

究遥 E-mail院LYL13808880005@aliyun.com遥 柯清超为通讯作者袁E-mail院keqingchao@m.scnu.edu.cn遥

DOI:10.13811/j.cnki.eer.2023.11.001 本 刊 专 稿

2023年是华南师范大学创办我国第一个电化教
育渊教育技术学冤本科专业 40周年遥 40年栉风沐雨袁
华南师范大学以野产学研冶三结合开启电化教育的发
展之路袁后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尧育人才尧作研究尧厚
实践袁取得了丰硕成果遥 华南师大教育技术学科的发
展与我国改革开放时代浪潮紧密结合袁梳理其发展变
迁与重要成绩袁 对推动我国未来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袁
建设数字时代的教育强国作更大贡献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遥

一尧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 40年发展回顾

渊一冤创办我国第一个电化教育本科专业
改革开放伊始袁人才短缺问题迫在眉睫袁成为影

响国家发展的最大阻力遥 为发展教育事业和多出人
才尧快出人才袁1978年袁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袁战略性
地提出发展广播电视教育袁强调野要制订加速发展电
视尧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袁这是多快好省发
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袁必须引起充分重视冶[1]遥 但我
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袁全国范围内对于电化教育及电
教设备的了解和使用知之甚少袁培养具有电教技术与
知识的人才刻不容缓遥 基于以上背景袁1983年袁李运
林教授尧李克东教授渊后来被电教界称为野华南二李冶冤

共同创办了我国首个电化教育渊教育技术学冤本科专
业袁 同年只在广东招收了 20名学生遥 后经教育部支
持袁1984 年尧1985 年在新疆尧西藏尧山西尧河南尧内蒙
古尧广西尧云南等地又多招收 40名代培学生 [2]遥 1983
年袁华南师范大学电教大楼落成启用袁成立了电化教
育系袁专用于电化教育研究与全国电教人才的培训与
培养工作遥华南师大电教人坚持以野产学研冶三结合的
专业建设方针袁在野华南二李冶的带领下袁一个新办的
专业迅速发展成为广东省重点学科遥

渊二冤建成教育技术学硕博士点
硕博士点是衡量一个学科和专业综合实力的重

要指标与依据袁 代表该学科和专业的人才培养水平尧
研究实力尧学术声誉和吸引力等袁彰显了学科建设的
水平和影响力遥 自 1983年创办电化教育 渊教育技术
学冤专业后袁老一辈的华师电教人齐心协力袁勇于开
拓袁取得了丰富尧显著的学科研究成果尧形成了较为合
理的师资队伍结构袁 于 1986年获批成为我国首批教
育技术硕士学位的培养单位袁具有教育技术学科硕士
学位授予资格袁标志着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科建
设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遥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与成
熟袁1998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点授予权点遥
2003年袁 华南师大教育技术学与教育原理等二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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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联合申报袁获批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
动站遥 至此袁本学科已经形成了从学士尧硕士尧博士到
博士后的完整的尧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遥

渊三冤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我国从 1986年开始评选国家重点学科袁2014年

12月袁 国务院取消教育部的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工作遥
国家重点学科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居于骨干和

引领地位遥 2001年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作为二
级学科申报国家重点学科遥 2002年袁被评为国家重点
建设学科渊全国两个之一冤袁获得了国家对本学科办学
水平的充分肯定与认可遥 我国领导人也历来重视教育
技术事业的发展袁 时任国家领导人的李岚清副总理与
张德江同志分别在 1997年尧2004年莅临学院视察与
指导工作遥

渊四冤获批第一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19年袁教育部启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野双万计

划冶袁计划在 2019至 2021年袁建设约 1万个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点和约 1万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遥华南
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获批成为第一批国家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遥 野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冶的成功获批袁
不仅展现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积极适应

新发展理念的决心袁 严格遵循一流本科专业的标准袁
致力于打造具有华师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和优势袁更
是为了对一代又一代华师教育技术人在学科发展尧人
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给
予肯定与赞誉遥

二尧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 40年守正之道

在过去的 40年袁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始终
坚持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尧坚持建设中国特色教育
技术学科体系尧坚持野产学研冶的学科建设思路尧坚持
电教事业团结协作精神尧 坚持专业课程高质量建设尧
坚持服务国家教育教学改革和坚持国际化交流与发

展袁塑造了学科的鲜明特色和繁荣景象遥
渊一冤坚持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
回首教育技术学发展的 40年袁 华南师范大学教

育技术学人不惧挑战尧积极创新尧勇于探索袁坚持敢为
天下先的开创精神袁从 0到 1袁从无到有袁不断野开疆
拓土冶袁取得了诸多野第一冶的里程碑成就袁涉及专业发
展尧教育教学尧课程与教材建设尧国际会议组织等遥 在
专业发展上袁华南师范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电化教
育本科专业袁 分别获得第一批教育技术学硕士点尧第
一批教育技术国家重点学科尧全国高校第一个教育技
术学本科特色专业和第一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曰在教

育教学上袁华南师范大学桑新民教授首获教育技术学
领域的国家级教学名师曰 在课程与教材编写建设上袁
华南师范大学建立了教育技术学第一门野国家精品课
程冶袁 第一批参与中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的颁布及全
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教材的编写曰在国际会议
上袁第一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尧第一届教
育技术国际论坛尧第一届中日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发展
论坛等学术交流会议均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遥这些重
要的野第一冶不仅凸显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人
敢为尧敢闯尧敢干尧敢首创的精神袁也体现了其在全国
教育技术学领域的开创性地位和重要作用袁同时激励
着我们向前辈学习袁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袁不断发
展与创新袁推动华南师范大学和我国教育技术学科不
断向前迈进遥

渊二冤坚持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科体系
回顾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走过的 40年袁教

育技术学人一直以建设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体系为

目标袁立足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袁积极引进和学习国
外先进的教育技术学理论和教育技术袁并将其与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求有机融合袁不断创新尧实践与
发展袁经过 40多年的努力袁基本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
与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体系遥 一是坚持走出书斋袁扎
根实践一线袁发起和参与国内尧国际的教育技术渊电化
教育冤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袁诊断教育问题袁发现教育
需求袁总结教育规律袁并据此思考和制定华南师范大
学教育技术学本科尧硕士和博士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
学计划袁完善和拓展专业课程内容袁并随着技术的发
展和教育理念的更新与时俱进遥二是以党的教育方针
政策为指导袁结合我国教育实情袁积极建设符合我国
实际情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教材袁如李克
东教授的叶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曳尧李运林教授的叶电
视教材编导与制作曳等遥 三是积极对标世界一流学科
的建设要求袁积极与美国等教育技术学发达国家开展
交流与合作袁同时向国际分享中国教育技术发展和实
践的经验袁力争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
一流学科袁为世界教育技术发展贡献中国力量遥

渊三冤坚持野产学研冶的学科建设思路
野产学研冶三结合的教育技术学科建设思路袁是培

养社会发展所需教育信息化人才尧凸显教育技术学科
价值和生产能力尧实现教育技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必
由之路遥华南师范大学一直以来都积极践行野产学研冶
三结合的教育技术学科建设理念袁致力于培养具备坚
实理论基础尧丰富实践经验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
型人才袁 提升人才培养的竞争力和适应社会发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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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遥学科建设初期袁华南师范大学与外资企业尧广东电
视台以及众多中小学校合作袁为学生提供电教设备维
修尧电教媒体软件实践和电化教育教学与实践研究基
地遥 随着技术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袁华南师范大学
紧跟时代步伐袁不断与高校尧企业等建立野产学研冶共
同体袁至今依然秉承着野产学研冶的学科建设思路袁不
仅创办了教育信息化产业学院袁实施了一系列的产学
研协同育人项目袁还积极联合各级各类学校尧信息技
术企业尧科研机构等多方主体袁共同探索教育技术学
建设与发展之路袁 如教育信息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尧
教育声学科技产学研基地尧帕拉卡产学研基地尧南方
智慧教育研究中心等遥 未来袁华南师范大学将继续深
化产学研学科建设思路袁以协同理念为引领袁积极与
国内外高校尧研究机构尧政府部门尧地方中小学尧科技
公司合作袁实现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再次飞跃遥

渊四冤坚持电教事业团结协作精神
华南师范大学一直坚持野全国电教是一家冶的理

念袁认为只有全国上下的电教研究者尧工作者互相支
持尧精诚合作袁才能推动我国电教事业持续发展尧行稳
致远遥四十年来袁华南师范大学始终践行该理念袁与全
国兄弟院校尧各级各类电教馆尧教育技术学协会等保
持紧密联系与协作袁这也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
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遥 早在 20世纪 90年代袁李
运林和李克东教授就联合西北师范大学南国农教授

等一批电化教育专家袁 创办了 野三面向的教育科技
园冶袁 该科技园汇聚了国内知名的电教专家和教育科
技专家袁探索产学研推动教育改革的经验袁并且挂牌
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电教办樟木头培训中心袁面向全
国中小学实验学校的现代教育技术骨干教师和校长

进行大规模培训遥过去 40年袁华南师范大学与全国广
大电教系统广泛深入合作袁推动教育技术领域的教师
培训尧课堂教学改革尧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等改革实践遥
未来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将会继续秉持野全国
电教是一家冶的精神袁与全国兄弟同行携手并进袁壮大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科发展力量遥

渊五冤坚持专业课程高质量建设
华南师范大学一直高度重视教育技术学课程建

设袁努力为学生提供高质量尧优质的专业课程袁确保人
才培养质量和学科的竞争力与影响力遥 在过去的 40
年里袁 华南师范大学深耕专业课程的高质量建设袁建
成了一个国家级教学团队袁获批了一系列国家级和省
级一流课程尧省级思政示范课堂尧国家级和省级精品
课程遥 其中袁学院获批的各类野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冶
合计达到 15门袁涵盖了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教学设计尧

信息化教学能力尧教育数据处理尧教育技术研究方法尧
人工智能教育尧智慧课堂实践等主干课程遥 这些课程
的建设不仅提高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的

办学水平袁也为全国教育技术本科生提供了更为丰富
的学习资源袁帮助他们深度理解和应用教育技术遥 学
院谢幼如等教授编写的 叶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基础曳
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建设二等奖遥 未来袁华南师范大学
将继续加强专业课程的高质量建设袁确保学科发展与
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袁为教育技术学的未来发展
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遥

渊六冤坚持服务国家教育教学改革
教育技术学学科自诞生之日起袁便肩负着国家教

育教学改革的使命遥华南师范大学一直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袁努力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袁变革教育教
学遥 早在 1994年袁 李克东教授与何克抗教授通力合
作袁在国内首次开展野语文四结合冶渊后改为野学科四结
合冶冤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整合的大规模实验研究遥该
项目持续了十年之久袁 涉及全国六百多所实验学校袁
为后来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提供了示范和样板的

作用遥 1997年袁国家启动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
验学校项目袁 设立了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 1000
所实验学校袁李克东教授担任教育部全国中小学现代
教育技术实验学校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遥在李克东教
授的带领下袁 全国众多教育技术学者深入中小学一
线袁 指导中小学的信息化教育教学实践遥 2003年开
始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人又投身农村中小学现
代远程教育工程建设袁采用教学光盘播放点尧卫星教
学收视点和计算机教室三种模式袁提高了农村的教育
质量和教学效益遥 近十多年来袁华南师范大学众多专
家学者参与指导中央电化教育馆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开展的各种基础教育改革项目袁先后深入数百所偏
远地区的中小学开展教学改革实践袁探索应用技术改
善农村薄弱地区教育质量的新途径尧新方法袁包括中
国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姊妹学校项目尧中国和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远程协作学习项目尧中国和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野技术启迪智慧冶项目等遥 在 2013年教育部启动
的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和 2019年教育部启动的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提升工程 2.0中袁 学院为 20多万名教师提供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遥 2018年开始对口
支援西藏林芝市袁举办野华南师大要西藏林芝教育云
智慧课堂冶袁 为西藏林芝大量师生提供信息化教学支
持服务遥承担的教育部野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究冶国家
虚拟教研室服务全国 110所高校遥在过去的 40年里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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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工作者长期以服务

国家教育教学改革为工作和科研宗旨袁使得其在教学
成果领域取得显著成绩遥 从 1989年国家设立教学成
果奖以来袁 本学科连续 9届获得 10项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遥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的专家学者长期扎根
一线袁出版了一系列基础教育国标教材袁如徐福荫教
授主编的粤教版普通高中教科书叶数据与计算曳获首
届全国优秀教材渊基础教育类冤建设二等奖袁为服务基
础教育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遥

渊七冤坚持国际化交流与合作
国际化交流是促进学科建设国际化尧提高学科竞

争力和影响力尧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举措遥 华南
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一直秉承野请进来和走出
去冶的原则袁积极倡导与国际教育技术学术界的交流遥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袁先后邀请美国传播学创始人
施拉姆尧日本教育工学创始人坂元昂尧德国教育控制
论专家弗朗克尧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渊AECT冤主
席海尔尧香港著名传播学专家尧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系
创办人余也鲁到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访问

和开展学术讲座袁并聘为客座教授指导教育技术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遥 华南师范大学还鼓励尧支持教
育技术学工作者和学生走出去袁去参加尧学习国际学
术会议尧外出进修或攻读硕博士学位等遥此外袁还通过
搭建教育技术学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袁包括全球华人计
算机教育应用大会渊GCCCE冤尧教育技术国际论坛尧中
日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发展论坛尧全球华人探究学习创
新应用大会渊GCCIL冤等袁汇聚国内外教育技术学专家
学者袁分享教育技术学发展经验和成果袁共话未来教
育技术学发展道路遥 开放尧合作尧交流尧共享是未来学
科建设发展的主旋律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将始
终不移地坚持国际交流与发展前进道路不动摇袁持续
提升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国际化办学水平遥

三尧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 40年创新之路

40年来袁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不断响应国
家教育发展改革的战略需求袁积极推动信息科技与教
育融合的教育教学实践袁持续探索信息时代的教育教
学规律袁不断丰富与创新学科理论体系遥

渊一冤创建我国电化教育学科理论体系
学科理论体系是学科立身之本袁华南师范大学教

育技术学 40年创新之路袁 亦是电化教育学科理论体
系建立和逐步丰富完善之路遥早期的电化教育理论体
系包括理论体系框架尧基础理论尧基本方法三方面袁三
者相互依赖尧相互促进遥一是电化教育理论体系框架遥

1989年袁李运林尧李克东编著的叶电化教育导论曳由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袁该书从电化教育的过程尧原则尧教
育方法和管理等维度详细阐述了电化教育理论体系

框架遥 二是电化教育的基础理论遥 1989年袁李运林编
写的国内第一本介绍传播理论专著叶传播理论曳由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袁 该书探讨了传播过程尧 传播信
息尧传播符号尧传播媒体和传播效果等理论问题遥 三
是电化教育的基本方法遥 1989年袁李克东编著的叶教
育传播研究方法曳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袁该书从信
息媒体传播的视角创新了教育的研究方法遥 1995年袁
南国农尧李运林编著的叶教育传播学曳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袁 该书运用传播理论的观点与方法阐释教
育现象尧分析教育过程遥 经过学科早期的 20年探索袁
华南师范大学已建立颇具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理论

体系遥 获得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3项尧教育
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2项遥这些理论体系
在我国后续的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中得到了较好的传

承与创新遥
渊二冤创新教育技术学人才培养模式
40载砥砺奋进袁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科已

形成了从学士尧硕士尧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尧高水平
的人才培养体系袁其中不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典型
示例遥 在电化教育学科专业创办之初袁便坚持野产学
研冶三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袁该组织形式由生产系统尧
教学系统和研究系统交叉融合袁 协同培养高素质人
才遥教学系统可以从生产系统中获得教学的基地与资
源袁研究系统中的研究过程与成果作也可以转化为教
学系统的条件和机会遥 例如袁将野电视机冶课程安排在
电教设备维修部袁 教师将损坏的电视机作为教具袁学
生修理电视机的过程即学习的过程遥 1987年袁野产学
研冶三结合模式获得首届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2]遥后
衍生出野3+1冶的人才培养模式袁高度重视学生动手能
力与信息素养的培养遥即学生在本科四年的学习中需
要完成三年的理论学习与一年的实践活动袁实践活动
具体包括院6周的电教设备维修实践袁6周的电视台节
目制作实践袁6周的校内的幻灯尧投影尧录音尧课件制
作实践袁6周的中小学教学实践 渊实习冤袁6~12周的实
验研究和毕业论文遥 目前袁华南师范大学依托基础教
育部门尧中小学校尧培训机构尧电化教育馆尧互联网企
业及教育信息化企业等多元实践基地的支持袁构建了
野三融合冶培养模式袁该模式以提升教育技术学专业人
才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能力为目标袁包含野五结合冶课程
体系尧野四位一体冶培训实践体系尧野六结合冶协同育人
机制[3]袁鼓励教育技术学专业学生在实践中运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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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和解决问题袁培养了大批具备教育信息化专
业知识尧问题解决能力与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能力的复
合型人才遥

渊三冤探索信息时代的教育教学理论
李运林教授提出袁信息化教育是由信息科学技术

与教育科学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学科, 需要建立一个崭
新的学科理论体系[4]遥李克东教授强调袁教育技术的核
心就是应用技术改善教与学袁需扎根教育教学创新实
践袁 通过实践使诸多理论问题得到更深层次的解决遥
20世纪 90年代初袁李克东等教授对多年的教学研究
与实践进行总结袁在国内创新性地提出了野多媒体组
合教学设计冶的理论和方法袁该理论系统地总结了野学
习内容/教学目标冶 二维层次模型尧野内容要目标要媒
体冶三维选择模型尧教学流程图设计方法等系列教学
设计模式袁其基本思想与如今的混合学习理论一脉相
承遥多媒体组合教学设计理论与方法是教育技术界第
一套较完整的本土化理论方法遥这项理论与实践成果
荣获 1993年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一等奖遥 1994
年起袁在野语文四结合冶课题研究实践过程中袁何克抗尧
李克东和谢幼如教授在深入探讨了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和奥苏贝尔学习理论的各自价值和缺陷袁结合我国
国情袁共同提出了野主导要主体冶的理论思想和方法袁
成为国内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主导思想遥 21世纪
之初袁 丁新教授推动了网络时代的远程教育实践袁提
出了一系列关于网络学习支持服务的理论与方法遥
2012年教育部要中移动科研基金启动了教育信息化
专项研究课题袁其中袁野教育信息化理论研究冶由胡钦
太教授负责袁目标为野构建教育信息化理论袁指导和促
进中国教育信息化良性发展冶袁 胡钦太教授组织华南
师范大学的多位学者围绕教育信息化的理论框架尧发
展战略尧绩效评价体系尧标准体系尧学校实践等领域开
展系列研究袁出版了野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信息化理论
发展丛书冶共 9本袁包括叶融合与创新院教育信息化理
论发展曳叶愿景与决策院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曳叶规范与
发展院教育信息化标准研究曳叶引领与推动院教育信息
化绩效评价曳叶连接与整合院智慧校园与电子书包曳叶共
享与再生院新型教与学资源建设曳叶超越与变革院翻转
课堂与项目学习曳叶应用与示范院 智慧环境与学习创
新曳和叶深化与重构院移动学习与在线教育曳袁构建了较
完整的教育教学信息化理论体系遥 此外袁也注重翻译
引进国外重要的学术著作袁如翻译了叶剑桥学习科学
手册 渊第 2版冤曳叶慕课和全球开放教育曳叶世界是开放
的院网络技术如何变革教育曳叶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
册曳第 3版和第 4版等重要著作遥

渊四冤推动学科服务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创新
华南师范大学长期坚持站在推动学科服务教育

教学改革与实践创新的第一线遥 1994年起袁李克东教
授与何克抗教授共同合作的野语文四结合冶是我国最
早开展的真正意义上的尧较大规模的信息技术与课程
整合实验研究项目之一遥 1997年袁教育部启动了野全
国千所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冶项目袁李克东教授担
任教育部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专家指

导委员会主任袁 指导 1000所教育技术实验学校的建
设遥近年来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家学者积极配
合教育部的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提升工程袁参与起草叶中
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曳渊2004冤尧叶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曳渊2014冤袁编写培训教材袁组织薄
弱地区对口帮扶袁 推动全国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技术实
践能力提升遥受广东省教育厅委托袁负责野粤教云冶的总
体规划尧技术标准和实施方案研究袁以及野粤教云冶工程
示范区建设试点袁野国家数字教材全覆盖试点冶等工作袁
持续服务 10年袁成为一项全国标杆遥 在 2020 年疫情
防控期间袁面向全国中小学教师推出抗击疫情叶学会在
线教学曳七个专题的公益直播课袁策划组织了野同心抗
疫助教学袁教育技术网上行冶活动袁获得国内 30多所高
校的支持袁开设了 43场讲座遥 2022年开始袁华南师范
大学通过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专项袁 在全国多个省市
推动 野农村网络联校环境下的智能化教学创新示范应
用冶袁探索破解我国农村地区教师教学能力普遍薄弱现
实困境的新途径尧新实践遥 2022年袁华南师范大学与
广州市教育局紧密合作袁 全面推动广州市 1600多所
中小学普及人工智能课程教学袁获得广州市政府的高
度认可袁受益学生 100多万袁被评选为 2023年广州市
野十件民生实事冶之一遥 此外袁近年来华南师范大学教
育技术学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协同发展袁重点开
展了 STEM教育尧 人工智能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袁
增强了港澳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遥

四尧教育大变革时代的教育技术学科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袁 信息化建设面
临着新机遇和新挑战[5]袁当前人工智能尧云计算尧大数
据尧区块链等新技术尧新业态方兴未艾袁人类社会进入
了科技与产业双重革命的新工业革命时代袁科技尧教育
与人才已成为全球竞争与创新发展的主轴线遥 随着数
字技术在教育系统的全面渗透袁 其对教育的革命性影
响日益凸显袁 特别是最近十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
性进展袁更为教育发展和变革提供了动力[6]袁重构了教
育教学体系尧教育治理格局和教育服务模式[7]袁发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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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字技术的教育新生态袁推进教育体系的深层次尧系
统性变革袁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袁已刻不容缓遥
南国农先生在 2011年底 野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成

立 20周年庆祝会暨全国教育信息化展望论坛冶 的座
谈会上指出袁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愈发强劲袁但为什
么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学科却越来越衰弱钥 [8]如何突

破野南国农之问冶袁解决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与教育信息
化实践领域之间的错位矛盾是当下教育技术学科发

展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李运林教授认为袁教育信息化是
一项伟大事业袁需要建立一个相适应的学科袁以便互
相促进尧共同发展遥所谓与事业相适应的学科袁就是该
学科要研究事业的发展与规律袁上升为理论来指导事
业的发展[9]遥
教育技术学科面临的阶段性困境袁存在内因与外

因两大方面遥 内因来看袁一是教育技术学作为融合教
育学尧心理学尧传播学尧信息科学与技术等学科理论与
实践的交叉型学科[10]袁其理论建设却囿于单一教育科
学或技术开发的困顿袁理论创新缺乏重大突破袁尚未
建立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遥二是教育技术学科尚未形
成一支熟知技术前沿尧引领学科发展尧敢于实践创新
的教师专业队伍袁因而当更多学科融入数字教育生态
建设与科学研究时袁出现科技革命的加速与教育变革
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11]袁教育技术学的不可替代性在
改革大潮中未能更加突显遥 外因来看袁技术的发展迭
代速度远超教育信息化实践与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

速度袁这使得教育技术学科必须时刻关注并快速应对
技术给教育领域带来的积极影响与潜在风险袁无形之

中对教育技术学科提出了更高要求遥 其次袁跨学科研
究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12]袁教育技术学天然具有跨学
科性[13]袁教育技术学科自身学科交叉的成长属性更加
坚定了其需要通过跨学科的学术研讨发现新的学科

增长点与研究视阈袁加快推动跨领域尧跨学科尧跨机构
的深度融合[14]遥

教育技术学是当代教育科学与信息科技相结合

的新兴交叉学科袁教育技术学应顺应社会转型尧科技
进步尧教育变革叠加的新时代发展前景袁依托中国教
育信息化的实践沃土袁围绕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教育高
质量发展进行改革创新和深耕细作遥一是积极加入变
革大潮袁走出舒适圈袁以开放尧合作尧包容的心态推动
学科交叉发展袁甚至创建新的交叉学科遥 如发展智能
教育是顺应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大战略举措[15]遥 二是
加强学科建设与融合尧重塑教育教学生态尧创新协同
育人新机制遥 互联网改变了教育的部分属性袁教育治
理必须与时俱进袁在体制创新方面加以突破 [16]袁积极
探索野面向信息化尧数字化尧社会化尧国际化冶的学科发
展新路径袁 全方位培育面向未来的拔尖创新型人才遥
三是建立一支覆盖教育技术管理者尧学术专家尧技术
提供者尧一线教育教学实践者尧教育技术服务提供者
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袁为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与教
育信息化实践持续注入群体智慧遥四是加快学科理论
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步伐袁形成野以理论引领实践袁在实
践中检验与发展理论冶的良性循环袁构建具有中国智
慧的新教育生态[17]袁为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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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s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which integrates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digital talents in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s a discipline that needs to be developed urgentl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83, th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as been forging ahead for 40 years. This discipline has now
developed into a complet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with bachelor's degree, master's degree, doctoral degree
and postdoctoral mobile stations, and has been awarded as a national key disciplin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40 -year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adhering to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looks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the era of great changes in education, and aims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promoting the grea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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