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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技术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支持体系应该是

“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技术哲学和教育哲

学”分别决定了教育技术实践者与教育技术理论者

的“技术观”和“教育观”，从而决定了教育技术实践

者与教育技术理论者的“教育技术观”。 因此，我们

有必要建构一种教育技术研究的“实践哲学”，换一

种研究视角来重新深思教育技术研究活动的本真面

貌。 在“实践哲学”思维框架关照下，构建一种全新

的“教育技术研究哲学”，使得“教育技术研究”成为

一种不断创生和成长的“特别的反思”，这是“实践

哲学”赋予教育技术研究的新的哲学使命，即在深

思过程中，在技术思维关照下，有能力对以往的“教
育思想”“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实践规则”进行不断

地重构，进而能够直面各种全新的“教育现象”，面
对各种未曾预见的“教育问题”。

一、教育技术研究哲学应聚焦的问题

　 　 １．从“认识论”角度，聚焦教育技术研究的“研

究主体”、“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 一方面，关切

教育技术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现状”“学术需求”“学
术生活”和“生存状态”等，及他们如何获取“教育技

术知识”、如何利用教育技术知识、如何看待教育技

术知识与“知识何以可能”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

面，走进“教育技术实践”，探究“教育技术知识”和
“教育技术实践”之间得以联结的可行路径，以此为

基础性前提，勾画出“教育技术研究认识论”的思维

愿景。 基于此，我们认为，“教育技术研究认识论”
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将教育技术知识（教育技术理

论）和教育技术行动（教育技术实践）相联通，打通

“教育技术知识（教育技术理论）”在产业界与学科

界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让“教育技术知识（教育技

术理论）”在更多领域发挥应有的实践效用，避免认

识仅仅流于表面，探讨面向“教育实践的认识论法

则”，从而走进“教育技术研究认识论” 的深层次

问题。

２．从“本体论”角度，瞄准教育技术研究的“本

质问题”。 对准教育技术研究的依附性（学科交叉

性）、技术性和实践性等教育技术的“特殊性”，探讨

教育技术的学科走向，以及得以生存的学科背景问

题。 深思教育技术研究的实践性、技术性、依附性

（跨学科性、学科交叉性），以及教育技术研究的性

质、概念、分类、逻辑起点和立场等问题，进而潜入教

育技术研究的内部，对其“特殊性”因素进行系统探

究与反思。 重视教育技术的顶层设计，确立教育技

术学科体系框架及其学科知识范畴，回答教育技术

学学科的逻辑起点、教育技术学科的价值和作用、教
育技术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实践哲学、技术哲学、
教育哲学、教育技术学元研究等研究方法论问题等

有关“教育技术研究本身”的问题；回答有关“教育

技术研究”能够产生“现代信息化教学理论、教学媒

体理论、教学设计理论”等何种“独特理论”的问题；
回答怎么用“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的方法、现代媒

体应用于教学的方法、信息化教学设计的方法”等

教育技术学独有的理论方法去解决实际的教育问

题，以加强学科核心理论体系建设。 探究教育技术

的“在”，理解教育技术作为一项特殊活动的深刻内

涵，从而为“教育技术实践”提供一种精准的“行动

理念”。
３．从“价值论”角度，检视教育技术研究的“价

值取向”。 重构“教育技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与

“价值观念”，探究“教育技术研究”的主客体之间的

“价值关系”，化解教育技术研究中的“价值矛盾”，
实现教育技术实践的“价值诉求”。 总体思路为，以
“价值哲学”的思维框架为反思参照，澄明各种教育

技术研究的“价值矛盾”和“价值争论”，进而寻求从

“形而上学”转向“生活实践世界”回归的教育技术

研究的“价值路径”和“价值观念”。 因此，我们认

为，从学科的立场看，教育技术研究价值论的新的使

命便是，对当前教育技术研究中存有的诸如教育技

术研究维系研究者的价值偏好（价值性）和价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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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科学性）之间的关系、中外教育技术学的“引进”
和“创生”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技术学学科和其他

学科知识架构之间的关系等较为突出的“价值谬

论”，做出合理的、正确的“价值判断”。 以此为前

提，探寻以何种“价值立场”，进行有足够话语权的

教育技术研究，创建具有原创性意义的中国特色教

育技术学研究，是这一新时期教育技术研究的“价
值取向”。

４．从“方法论”角度，重构教育技术研究的“方

法论”，构建教育技术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目前

“教育技术研究哲学”必须聚焦的基本问题是探寻

教育技术理论和教育技术实践之间的“适切性”和

“切实性问题”。 由于中国教育技术研究的“方法论

体系”薄弱，甚至整体性缺失，致使“教育技术理论”
和“教育技术实践”之间的关系相分离、教育技术的

研究范式长期存在“对立现象”。 此外，在进行教育

技术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重构过程中，无论在空

间层面还是在时间层面，教育技术研究对教育技术

实践的影响力较弱，其节奏显得极其缓慢。 对微观

的教育现实问题和宏观的教育现象问题的改造力度

也显得极其有限，尤其是教育技术研究方法体系的

思维导向和顶层设计的缺失，导致教育技术研究的

技术化与工具化倾向极其明显，研究价值被明显

“异化”。 教育技术研究的方法技术问题逐渐成为

教育技术研究过程中的“绝对价值”。 面对不断变

革的教育技术实践活动，应力求坚持“教育技术研

究”既要沿着“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路线”，又要坚

持顶层设计 “从上到下、从抽象到具体的总体构

想”，从而积极推进教育技术的研究方法论体系

架构。

二、教育技术研究所面对的“新的哲学使命”

　 　 从某种程度上讲，“教育技术研究”不仅仅是一

项技术性工程，而且是一项哲学性工程。 学科历史

发展的经验表明，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持续的发

展动力与长足发展，唯有经历学科研究层面的哲学

深思（哲学反思）才能打破原有的学科理论体系的

结构框架，产生“质变”。 因此，教育技术研究的发

展迫切需要建构一种新的基于“实践哲学”的“教育

技术研究哲学”，构建一种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
基础而存在的，且能够对“教育技术研究自身”进行

持续反思的“实践哲学”。
然而，基于教育技术研究的这项哲学性工程又

是十分艰巨的，它需要教育技术研究者站在不同的

研究视角和研究立场，不断地对教育技术学科领域

的不同概念及相应的概念体系进行区分和“澄明”。
那种企图把“教育技术研究”引向程序化、简单化的

所谓的“科学方式”和“教育技术研究”，尽管可以用

来探讨很多教育问题，但绝不可能真正走进“教育

技术实践”、直面教育实践中的“人”和解决真实的

教育问题，这就是教育技术研究“特殊性”的实践性

之维的集中体现。
从宏观角度出发，“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要坚

持“吸收借鉴、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发展原则，学
习西方发达国家有关的“教育技术理论（教育技术

知识）”和“教育技术实践经验”，警惕教育技术学科

发展中的“盲从心里”和“依附心态”，要根植于“中
国的教育实践”和“中国的本土教育文化”，构建一

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敢于形成

“中国模式”的中国教育技术学派。 同时，必须有严

谨的学术作风、宁静致远的心境和严肃认真的科学

态度来从事教育技术的学术研究。
从微观角度而言，当代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

分“两条路径”展开，一条是置身真实的教育情境、
叙述真实的教育实践生活；另一条是沿着形而上学

的路径登上教育技术研究的理想巅峰。 沿此“两条

路径”出现了两类截然不同的“教育技术专家”，一
类为“教育技术家”，另一类为“教育技术学家”。 但

是，在真实的教育生活世界中，他们却常常把我们引

向了事物的“两个极端”。 在实践的一个极端，“教
育技术家”们聚焦于教育技术“烹调术”的模式化探

究，希望能够为一线教师（教育技术实践者）提供一

整套、一系列的供其照搬操作和程序化的“规范化

的实践操作指南”，然而却导致了那些面向真实教

育实践的教育技术实践探究活动显得极其烦琐、冗
长而充满“教条主义”；在理论的一个极端，出于对

“教育技术理论”的盲目信奉和崇拜，“教育技术学

家”们所提供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往往又显得“曲
高和寡”，导致“教育技术理论研究”时常处于“游
离”和“远离”真实的教育存在和真实的教育技术实

践活动的“阳春白雪”状态，从而致使教育技术理论

研究自身又陷入了无限的“挣扎”和“矛盾”之中。
对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

恰好需要培养有“高雅理论气质”的“教育技术家”
的这样一批“大家”。 因为，基于实践哲学的“教育

技术研究哲学”的基本立场要求，“教育技术研究”
应始终定位于服务教育技术实践和解决教育实践中

的现实问题、显示形下的形上思考之中。 “教育技

术研究哲学”构建的起点和归宿都应该指向教育技

术实践抑或指向教育实践中的“真问题”。 因此，新
时代下教育技术研究哲学的“重大使命”便是，期待

我们能够在克服以往“教育技术研究”中否定一端、
成就另外一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之中，倡导一

种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相互依存、多元共存、即此即

彼、求同存异的教育技术研究的“和谐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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