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教学技术的基本理论研究相对于教学技术的应用

研究还比较薄弱，正是对教学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

方面的研究，引导着教学技术更好地为教学服务。笔者拟对近年

来教学技术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剖析这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以期把握教学技术理论研究的新趋向。

一、教学技术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尽管有关教学技术的本质、价值、异化等理论研究取得了很

多成果，但对于教学技术的本质属性、技术异化、教学主体等方

面还存在着认识不清、研究不深入等问题，缺乏系统的、多层次

的理论研究。

（一）教学技术的工具理性遮蔽了价值理性

从教学技术目前的作用来看，教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在教学

思想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所谓“工具理性”，主要表现为实现

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或自明的目的之手段的适用性，却不去

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目前，我国教学技术研究以现代

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1〕。所以，教学技术常被看作教学

的辅助工具，即认为教学媒体有利于优化教学，提高教学效率，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教学技术看作是一种媒介和手段、教师手

中的工具。因此，大家大多持一种价值中立的观点来看待教学技

术。对此，有国外学者认为，许多教育技术的研究忽视了介入教

学的技术与学校功能、教育目的等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教育

技术价值中立的观点，只是关注了技术本身的价值〔2〕。研究者更

多关注的是教学技术的工具价值，而忽视了教学技术下的教学

意义。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教学的为人存在，缺乏应然的人文关

怀，就会迷失在教学技术的工具理性漩涡中。

在教学论视域下进行教学技术理论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

其价值理性。教学论的前辈们都曾关注过教学手段、教学媒体的

理论研究，李秉德先生曾经谈到过“没有确立现代教育技术观的

教学理论，很难称之为现代教学论”〔3〕；王策三先生也认为，应“从

一般教学论的角度，考察教学手段的产生、发展、应用。……关注不

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类型的教学手段，如何正确评价它们对

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影响，这是教学论要做的工作”〔4〕。此外，

由于教学论和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关注点不同，有研究者调研了

国外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内容，发现“媒体、教学设计、教学方法、

学习环境、心理、教学开发是公认的热点”。研究还显示，教育技术

现在多关注知识的传授，而情感、哲思、人文的关注较为缺失〔5〕。

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教学技术对教学“效率”、学习“效果”的作用。

笔者认为，教学技术只是技术的一个特定领域，而决不是简

单的物质范畴。学校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子系统，教学技

术不仅是技术设备在教学中的应用，也包括人的技术思想在教

学活动中的创造和应用。追求教学效率最大化的教学技术，表现

了明显的“认知、求真”的工具理性，而作为培养人、发展人潜能

的教学活动更需要以“人的意义、求善”为旨归，教学过程更离不

开人的价值理性。

（二）教学技术异化下的教学意义式微

对教学技术异化问题的研究，也正是对技术在教学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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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缺失的批判和教育价值的重建。有研究者从技术异化的视

角探讨了教学技术异化的内涵及其表现，认为其根源在于技术

自身的自然属性和教学技术为人的社会属性〔6〕。国外学者康奈

尔（J.M.Connell）则借用现象学技术哲学家唐·伊德的后现象学技

术哲学思想，分析了计算机技术是如何改变经验与知识的本质

的，并建议教育者提高在课堂教学中使用计算机技术的隐性作

用意识，认为技术会改变、夸大、改造经验的真实性〔7〕。也有学者

认为，人—机—人的教学新关系使教学失去了本真的意蕴，“师

生之间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情感交流、教师的人格力量以及教

育过程本身应有的生命的流动性，正在被技术逐渐从教育过程

中排除出去”〔8〕。对此，有学者对教育技术的人文缺失进行了批

判，认为现代教育所关心的主题是提高知识传输效率。教学技术

在提高教学效率的同时，教学过程逐渐表现出技术化的倾向。有

学者对教学技术化的现实表现进行了分析，认为教学技术化造

成的直接结果是改变了教学活动的本性，导致教学活动成为一

项纯粹技术性的活动〔9〕。显然，教学技术在成为教学科学化、现代

化水平标志的同时，恰恰也决定了教学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教学技术的异化现象，特别是教学技术的隐性作用，是目前

亟需跨学科、多视角来研究的课题。研究者借助技术哲学中的技

术异化理论来研究教学技术的异化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

意义，但对教学技术异化现象的分析也只是从工具、媒介技术层

面来进行，论述只是看到它的表面现象，没有抓住深层根源，对

此还需要更深层次的阐释。教学技术异化现象的背后是教学意

义的式微，我们在关注现代教学技术给教学带来的“效率”的同

时，更应关注教学技术对教学方法、组织形式、师生情感体验、

知识系统性等产生的负面影响，探寻技术下的教学应然的人文

价值。

（三）对技术下的教学主体研究欠深入

教学本身就是教学主体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技术思维主

宰着教学，那么，生活在其间的主体也就为技术所制约、限制、压

抑和扭曲，教学应有的人文关怀也将消失殆尽。在教学技术的规

约下，教师沦为规范化生活的消极适应者，教师的个性也被已有

的教学经验和教学常识所遏制。

从教学论角度反思教学技术，目前的研究还囿于技术对教

学的正面影响，特别是对学生的认知、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对教学技术中的主体性研究还未见太多文献。教师作为

教学技术的“拥有者”，要认识到技术的双面性，摒弃教学技术的

工具—媒体观，只有发挥教学主体的能动作用，才能彰显教学应

有的人文关怀。教学的价值理性把握离不开教学主体的实践，没

有教学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个性化的存在与发挥，教学就会

沦为机械的技术操作，教学生活将呈现千人一面的同一性，师生

在这样的教学生活中被“座架”，甘愿自觉接受技术的奴役。正如

马尔库塞对技术社会的深刻洞察那样，教师在教学技术的系统

中将失去话语权。

有研究者认为，技术要成为富有人文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教

育技术，在教学内容、教育目的以及教育者的人文素养等方面应

该是技术手段被赋予人文价值的核心力量和因素〔10〕。另一方面，

学生常被作为教学技术“产品”的受体，主动或被动地“消费”教

学技术产品。而我们常关注这些产品给他们带来的学习效益，把

他们当做被动的客体，忽视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

其他方面的变化。我们应用教学技术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身心

发展，引领他们成为理想的人。只关注工具理性的教学技术，忽

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教学技术就会演变成为教学中规定的操

作流程，从而教学手段僭越教学目的，教学主体在教学技术中丧

失了自主性和应有的价值理性。

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对教学本真的追求往往被当下工具性

的需要所遮蔽。我们常关注教学技术的教学效果，而往往忽视对

教学技术应用的德性考量。作为教学技术的主体，如果我们“把

技术的价值干脆等同于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强度的减轻和物质

财富的增加。而没有看到这种有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色彩的价

值观所导致的技术异化———只看重金钱、财富和物质利益，而忽

视道德、人格、尊严、个性和自信心这些属于精神生活层次的价

值因素”〔11〕，那么，教学活动应有的人性和人道本性将在技术化

中消失殆尽。

教学是为了人的教化与发展，是一种教学主体间的交流与

彼此“在场”的交往，教学技术的“科学性”、“工具性”、“有效性”

充斥着整个教学过程。我们对教学技术下的教学主体的认识，正

是由于教学技术对他们的影响结果，这是与教学技术的本质密

不可分的，这是教学技术的次级工具化，势必会造成教学的人文

意蕴泯灭。

在当今技术时代背景下，作为培养人的教学活动，离不开教

学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教学主体间的交往，我们该如何应

对不断涌入的教学技术，秉持人类的教育理想和价值诉求，由教

学技术的工具价值认识转向对教学中人的主体性重建，需要教

学论从现代教学技术的教学方法论、价值论等方面进行深入的

研究。

二、走向人文视野下的教学技术研究

技术是一种复杂的存在，“技术比科学有一个更漫长的历史

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12〕。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从人与技术、技

术与社会的关系来揭示技术的本质，他们对人的生命关怀和生

存忧思，追问技术的本质及其意义，为审视我们身边的教学技术

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一）教学技术具有应然的人文属性

关于技术的本质属性，技术哲学家具有多种不同视角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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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技术哲学的人文主义视角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芒福德从人

文主义视角对技术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的活动基础是精神，

是人对创造性的自我实现的追求”〔13〕。基于这样一种人性理论，

他以人和人的生存为中心点，以社会和文化作为整合技术的支

柱。技术进步应该根据人类的情况来发展，而不应是一种科技的

扩张。海德格尔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揭示了技术的本质，他认为工

具性和人类学的技术本质观还没有抓住技术的本质，在他看来，

技术是一种“展现”（revealing）的方式，是对自然一种限定（set-

ting- upon）和强求（challenging- forth）。米切姆对技术本质的理解

更为系统和完整，他分别对技术的伦理学、价值论、社会学以及

人类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埃吕尔认为，技术从广义上讲是人类

活动中理性地获得的具有绝对效率的所有方法，教学技术是人

自身成为技术的对象〔14〕。

近几年来，随着技术哲学的发展，国内外学者也尝试以技术

哲学来反思教学技术的本质问题。有学者对比了多种关于技术

本质的观点，认同“技术既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又是人类行

动理性的表达”，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教育技术的本质，认为“教育

技术也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实际上，它既是理解教育的独特方

式，也是教育者最核心的行动理性能力”〔15〕。有研究者认为，教

育中技术的本质是人的价值体现，以实现“使人成为人”的为人

价值作为评价技术的教育价值的依据和标准〔16〕。对于教学技术

的人文属性根源，有研究者认为，教学技术的社会属性决定了

技术的人性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包含着人的价值观

等因素〔17〕。

同时，国内有学者还从古代庄子的哲学思想引申出了对现

代教学技术的哲学诠释（或称为庄子的技术哲学思想），概括出

“技道合一”、“艺术观照”、“体道”等技术哲学思想〔18〕，我国古代

哲学思想对技术的超然体悟赋予了现代教学技术更形而上的人

文意蕴。

（二）教学技术研究需要人文的视野

教学技术研究的另一个趋势是教学技术的社会学视角分

析，而不仅局限于教学技术的教育学、技术学、心理学研究视野。

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不仅包含一种倾向，

而且还是在世界中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完全是以社会为条件

的”〔19〕。美国教育技术历史分析家塞特勒（Paul Saettler）持一种

技术过程论的观点，他认为教学技术的历史作用是一个过程而

不是一个工具〔20〕。华盛顿大学克尔（Kerr,S.T.）教授从物化技术

及其在教学中应用的层面研究教育技术涉及的社会学问题，对

教育技术的社会化过程、教育技术与观念变革、组织变革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21〕。国内有学者也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教育技

术的起源、发展及社会影响〔22〕〔23〕〔24〕。教学技术是人、社会、文

化因素和技术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媒体

工具，更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教学承载着人类特定时代的价

值追求，教学技术决非中性的工具，而是负荷着特定的教育价值

和社会价值，教学技术必然受到特定教学价值的约束和引导。教

学技术研究者将研究视野放大到了社会、文化等层面上，探究与

教学技术关联的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尽

管这一研究视角尚未取得较大的理论成果，但为我们从更复杂

的关系中、以整体主义的视野来研究技术与教学具有一定的启

示意义。

技术哲学给予我们研究教学技术很多启示，但教学技术不

同于生产技术，教学中的技术有着独特的人文意蕴。技术哲学作

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总体性思考，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人与自然界

关系的哲学探索。诚然，技术哲学的视角给我们认识教学技术提

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利用宏观的技术哲学理论来重新审视微

观系统中的教学技术，通常认为，就是对教学活动中的技术做

教育学的、形而下的思考。但笔者认为，教学技术本质上不同于

那种人类改变和控制自然环境的生产技术，不同于生产技术的

对象是自然界，教学技术是以教育中的人为对象，从根本上是

一种组织、管理教学的过程，是一种传播文明、人文教化的手段

和方法。我们思考的不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是人与技术、技

术与教学的关系，关注的是技术对教学活动以及教学中的人的

影响。

虽然技术哲学可以为我们研究教学技术提供理论参照，但

技术哲学的概念体系不能完全照搬移植到教学中来，以往理论

研究的论述有些过于牵强，存在着简单套用有关自然界的技术

哲学理论来研究教学世界中的技术问题，未能处理好技术的共

性与个性间的关系，未能更准确地把握住教学技术的本质属性。

教学技术有着实现人的发展的教化属性，教育系统一方面要借

助技术来扩展人的能力，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价值追求———使

人成为人，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教学技术时要更多地关注其内

禀的人文向度。

随着人的生命体验、文化价值日益得到崇尚，人类面对无法

摆脱的技术化生存境遇，更迫切地需要从哲学、人文、社会、文化

等视域下来研究人类的人文技术———教学技术，分析教学中的

技术现象，理清文化、社会历史条件对教学技术的影响，在教学

论语境下，来重新诠释教学技术在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进而把

握技术—人—教学的关系，探究技术时代下教学真善美的和谐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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