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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时代， 以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媒

介技术正在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其中包括学校

的教学活动。 依据媒介进化史， 尤其是传播学媒介环境学

派 （以 研 究 媒 介 技 术 与 人 类 认 知 的 关 系 著 称） 的 研 究 成

果， 每次的媒介变革都会带来对教学活动的影响。 中国夏

代出现的 “序” 和 “校”， 主要指对奴隶主贵族子弟进行

的 军 事 教 学 ， 这 与 当 时 文 字 出 现 并 成 熟 应 用 有 直 接 关

系———只 有 文 字 才 能 摆 脱 主 要 诉 诸 于 记 忆 的 原 生 口 语 教

学， 知识生产才有可能。 1 十五十六世纪机印书在西方普

及， 直接导致了中世纪神学学园式教学的破产， 取而代之

的是私学昌盛。 前者的手抄书只能面向少数人群与特殊阶

层并传播特殊的知识， 而印刷术的应用做到了大范围传播

并普及通俗知识。 220 世纪前期， 广播、 电视的出现并普

及， 使得知识传播更加便捷。 传播学中有 “芝麻街” 的教

学理想与 “知沟” 的现实悖论：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着人们

对媒介知识的认知，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

地位较低的人更快速度地获取信息。 3 在信息技术普及伊

始， “知沟” 发展为 “信息沟” 问题， 预示着在技术信息

化之后， 认知信息化成为解决信息化问题的关键， 而教学

活动是社会认知的重要途径， 因此， 信息化教学成为解决

认知信息化的关键。

一、 何为信息化教学

根据媒介环境学对媒介变革的规律， 信息化教学的概

念应该是以媒介技术的变革与特征为背景， 将信息化定义

为从传统媒介环境向新媒介环境的过渡状态， 以课堂教学

为主的传统媒介环境现状为基础， 建构出在新媒介环境下

一种韦伯式的理想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是一个逻辑上准确

而连贯的整体， 而现实的情况却往往系统地或随机地与它

有所偏离。 信息化教学的建构就是使教学活动与新媒介环

境相适应， 将信息化教学放在传播学模式的范畴中考察，

着重在认知层面讨论教与学的双向传播过程。 作为媒介环

境学的基本命题之一， 媒介会促进各种物质的、 知觉的、

社会的、 经济的、 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关系， 4 信息化教

学也要充分考察当下的政治、 经济、 文化环境， 同时对比

每个阶段媒介技术变革引起的教学活动而演进。

国内对于信息化教学的研究日趋成熟， 并大多发自两

个维度。 其一是教育学维度， 其二是信息技术维度， 前者

的研究以经典的教育学理论为基础， 将信息化教学嵌入教

学目的、 教学内容、 教学形式等教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框

架当中， 同时结合信息技术的特征， 探究信息化教学的理

念与方法， 后者的研究从信息技术的工程学逻辑出发， 探

究信息技术对教学过程与教学方法的调整与设计， 基本可

以归为针对现代教育技术问题的研究， 且大多停留在电教

范畴， 即以幻灯、 投影、 广播、 电视、 计算机等取代传统

黑板粉笔的媒介技术改造， 及其对教学活动的影响。 国外

对于信息化教学研究的成果较丰富， 尤其是媒介技术发达

的美国更是走在理论与实践的前列， 以网络公开课为代表

的远程教育技术与理念已经开始从美国向世界普及。 参考

西方发达国家， 对于信息化教学可以二分为实证与批判两

种观点： 前者顺应媒介技术进化的一贯逻辑， 认为当前以

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化教学与文艺复兴时期机印书取代手

抄书一样， 必将促进人类认知的革新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美国的安德鲁·芬博格在 《技术批判理论》 中就秉承此类

观点， 并详细讨论了在线职业教育的可行性。 后者对媒介

技术保持中立或扬弃的态度， 认为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

技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媒介技术， 信息化教学需要反复实

践， 比如媒介环境学派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 《理解媒介》

中指出信息技术以一种内爆式的方法重塑人类认知， 后来

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领袖尼尔·波兹曼从媒介技术角度深

入讨论了信息化教学的保守性与颠覆性。

二、 当前面临的问题

信息技术是一种全新的媒介技术， 促进了人类认知、

社 会 交 往、 组 织 构 成 的 变 革， 因 此 教 学 活 动 同 样 受 到 影

响。 关于此结论的研究逻辑皆偏向于技术性， 其以信息技

术 作 为 核 心， 试 图 解 决 如 下 问 题： 人 类 对 新 技 术 如 何 认

知、 如何使用、 技术如何普及， 以及技术普及之后如何反

作用于人类自身。 这种技术中心主义有利于探明信息技术

的实践性特征， 即人类使用技术的目的、 过程和结果； 不

利因素也很明显， 即忽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的人文主义特

征， 正如阿芒·马特拉所说 “技术诞生在确定的社会学空

间之中， 技术发展的逻辑自我铭刻在这个空间的秩序中。”

此外， 基于技术主义的教学问题研究大多源于西方国家，

这种西方文明语境下的已有成果不利于嫁接到中国社会。

相对于西方文明语境和技术中心主义， 信息化教学应

立足于本土化， 从教学技术的发展历程考察入手， 反观信

息技术与教学活动的实践关系， 尤其重点考察中国古代的

教学技术。 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在已探明的信息

技术特征的基础上， 从教与学的主体———教师与学生的视

角， 尝试解决如下问题： 教师与学生对教学活动中信息技

术的认知现状、 当前信息技术在教学活动中的使用现状、

信息化教学的接受与普及都与哪些因素有关、 信息化教学

存在的问题及其理想模型。 传播学之父施

媒介技术变革视域下的信息化教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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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认为， 教学活动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形式， 在信息

技术早已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当下研究信息化教学

问题， 尤其是从人类认知而非技术的视角， 其具有强烈的

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三、 信息化教学的研究思路

信 息 化 教 学 需 要 坚 持 人 文 主 义、 历 史 主 义 的 研 究 思

路， 从媒介技术的发展史入手， 探究技术变革在不同历史

阶段的社会意义与教学功能。 信息技术作为新近的媒介进

化形态， 与以往的媒介形态一定会保持必要关联， 对当前

以及未来的教学活动必将产生类似于以往的过程与效果，

比如当前教学活动的媒介主体依旧是印刷书， 围绕印刷书

的 传 播 模 式 是 教 学 分 离———教 师 通 过 印 刷 书 提 前 获 得 知

识， 再通过课堂教学将知识传达给学生， 在没有教师教之

前， 学生很难依靠印刷书而学。 信息化教学正在逐步打破

围绕印刷书的传播模式， 学生获得知识快捷， 教师教学灵

活多样， 超越课堂向外延伸， 使得教育的传统理念由此进

行革新。 由于信息化教学是媒介技术与教学活动的耦合，

信息化教学的建构主要在于研究教学技术如何内化而避免

异化， 因此应将教学活动置于传播学场域中， 尽量避免基

于技术中心主义与教育学传统观念的干扰。 具体的研究思

路为： 围绕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谱系， 以技术源于人类文化

又反作用于人类文化为元理论， 假设信息化教学的理想状

态是信息技术通过教学活动内化于人类认知， 技术不再是

外在于人类的存在； 这种理想状态充分发挥了信息技术的

传播优势， 实现教与学无障碍的双向传播； 再以现状对比

理想模型， 探究克服传统教学中效率与效果不足的各种问

题。 通过考察媒介技术变革， 对中国古代与现代的教学技

术变革进行梳理； 从教师与学生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 对

信息化教学———主要是中国的信息化教学做出全面的现状

描述； 根据实证数据分析， 建构信息技术与教学活动结合

的理想模型， 找出从现状出发达到理想状态的障碍并进行

批判性解释———以人文主义批判技术主义的目的不是抛弃

技术， 而是如何更好地利用技术。 这种批判不是海德格尔

的内省式技术批判， 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技术批判，

在唯物史观与实证数据的支持下， 探究信息化教学的内在

规 律， 并 最 终 发 现 达 到 信 息 化 教 学 理 想 状 态 的 可 行 性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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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冷静理性地和缓引导， 并做到发问采访的适可而止、

话题转移， 从而用 “心” 去 “想”， 用 “想” 去 “做”， 最

终协调完成一系列采访任务预期目标的扎实实现。

五、 记录全面

“手记” 是对 “问听看想” 这四大要素的文字式总结

性呈现， 是新闻采访最终成文的资料来源， 也是新闻采访

的周期完结。 所谓 “迅捷利落， 记录全面”， 是对于这一

收尾环节的整体要求与概括总结， 鉴于一部分见习记者在

采访现场出现的问记脱节、 听记失准、 看记迟缓、 心记混

乱 等 诸 多 问 题， 笔 者 认 为 可 以 通 过 “先 机 械 记、 后 整 理

记” 的基本原则来强化其对于这一收尾工作的协调完成。

具体需要分三个步骤进行： 其一是机械式、 条件反射式地

记录。 譬如， 在进行对某市党委机关的年度工作总结新闻

发布会的采访之时， 采访工作者可以一边发问一边记录，

诸如在飞速记录 “部委本年度的人员配比、 经营支出以及

机构增删” 之时， 可先不必追求具体数字， 而是力求手写

快速、 笔迹清晰、 层次明朗， 先对采访信息进行录像式的

记录， 也为之后的细致具体的分类整理提供了原始资料；

在完成上述机械式记录之后， 采访工作者需要抽取时间迅

速依照时间、 地点、 人物、 事件、 因果这五大要件进行脉

络的理清、 语言的重组、 段落的划分以及中心的明确， 这

样就可以在短期内调节提升新闻采访新手的现场心理素质

以及临场应变能力。

六、 结语

口问、 耳听、 眼看、 心想、 手记作为新闻采访之中的

五大要素与关键技巧， 对于新闻采访工作者群体流程操作

的整体导向确定、 临场应变调节以及综合素养提升无疑具

备切实有益的辅助效用， 及时全面地进行新闻采访之中的

五大要素技巧培训锻炼策略机制的结构改造与内容更新，

持续强化推进对于新闻工作者在实际采访之中的五大要素

技巧运用的实时磨砺， 适时指正以及综合考评， 可以快速

有效地实现新闻采访工作群体职业水准与综合素质的巩固

提高， 最终有力助推新闻传播运转系统的协调、 快速、 长

效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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