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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现代教育技术基础
第3讲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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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

媒体：幻灯、无声电影、播音

新理论：学校中的视觉教育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

起步阶段

初期发展阶段

迅速发展阶段

系统发展阶段

网络发展阶段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时间：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媒体：有声电影、录音

新理论：戴尔经验之塔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

起步阶段

初期发展阶段

迅速发展阶段

系统发展阶段

网络发展阶段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时间：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媒体：电视、程序教学机、电子计算机

新理论：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论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

起步阶段

初期发展阶段

迅速发展阶段

系统发展阶段

网络发展阶段

程序教学机装有程序教材。能够显示问题、分析反应、

指出正误、并提示下一步如何学习的机器。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新理论：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论“刺激——反应——强化”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

起步阶段

初期发展阶段

迅速发展阶段

系统发展阶段

网络发展阶段

学习是刺激与反应的联结

学习过程是一种渐进的“尝
试与错误修正”的过程

强化是学习成功的关键

刺激 反应 强化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时间：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媒体：

 卫星电视教学系统

 闭路（有线）电视教学系统

 计算机教学系统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

起步阶段

初期发展阶段

迅速发展阶段

系统发展阶段

网络发展阶段 卫星电视教学系统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计算机教学系统 闭路电视教学系统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

起步阶段

初期发展阶段

迅速发展阶段

系统发展阶段

网络发展阶段

1
•强调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

2

•系统论要求把事物当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考察

 新理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

 系统论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新理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

 信息论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

起步阶段

初期发展阶段

迅速发展阶段

系统发展阶段

网络发展阶段

1
•从量的方面描述信息的传输和提取等问题

2
•用数学方法来研究如何计量、提取、变换、传递、存贮和控制各种系统信息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

起步阶段

初期发展阶段

迅速发展阶段

系统发展阶段

网络发展阶段

1
•研究系统的状态、功能和行为,调节和控制系统稳定地、最优地趋达目标。

2 •控制论充分体现了现代科学整体化和综合化的发展趋势

 新理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

 控制论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时间：

20世纪90年代以后

 媒体：

多媒体教育系统

 新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

起步阶段

初期发展阶段

迅速发展阶段

系统发展阶段

网络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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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观点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学习是一种建构的过程

学习是一种活动的过程

学习必须处于真实的情境中

起步阶段

初期发展阶段

迅速发展阶段

系统发展阶段

网络发展阶段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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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终端便携化 内容碎片化 表现智能化

（二）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趋势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还有笔记本的普及，智能终

端“一人一机”的目标逐渐实现，使用WiFi免费上网

逐步被提上日程。移动终端的个人化使得在线学习成

为肯，使随时随地学习成为了可能。

 如电子课本可以用声音、动画、视频、交互活动等方

式将教学内容呈现在学生面前，使得学习变得越来越

主动，呈现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特点。

终端便携化 内容碎片化 表现智能化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在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学习不再拘泥于学校、

教室等固定的场所，学生可以很方便地在家实现自

主学习

 慕课

 微课

 翻转课堂

终端便携化 内容碎片化 表现智能化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时长<10分钟以内

 方式：基于知识点进行视频的划分

 优点：方便学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观看和学习，

使随时学习成为可能

终端便携化 内容碎片化 表现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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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教师利用多媒体设备提供给学生的教学内容是

从视听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递。

 利用多媒体教室中的设备进行教学

 未来人工智能阶段除了视听之外，还可能提供触觉、

味觉等感觉体验，实现全方位教学，也就是未来教

室

终端便携化 内容碎片化 表现智能化



教学目标 关键词 内容要点 课后练习

 现在教师利用多媒体设备提供给学生的教学内容是

从视听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递。例如，利用

多媒体教室中的设备进行教学，未来人工智能阶段

除了视听之外，还可能提供触觉、味觉等感觉体验，

实现全方位教学，也就是未来教室。

终端便携化 内容碎片化 表现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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