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育技术实践的效益研究

摘 要

内容摘要：效益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效果、功效，二是效率、投入产比关

系。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也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教育技术能够实现的效果和收

益，二是教育技术实施中的效益，对它的评价可利用量规工具和成本．收益分析

方法。最优化愚效益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教育技术实践中，效益的问鼷普遍存在。

调查发现，投入环节不科学、资源浪费，产}_}5环节中设备使用举不高、应用效果

不佳、入力裼力资源殴配不会理等现象大麓存在，总体效益不邂怒，这来舀“久”

和“耪”两个方两的因素。要提商教育技术实践髂效益可骧麸鹾个方褥入手：徽

躐方蕊森攉器或奉．毂蕴势褥，宏蕊方瑟遴行露念零l导帮裁度约寒。其中鼹念弓l

导靛是癸耱立教弯技术实践熬效蕊鼹，这魁括矮爨鼹、翻疫戏、务实黢、节终鼹，、

发展蕊、公乎黢；毒l发约柬魏括透过攥行谂涯骣涯铡度、招撼装赡卷4发、师资培

训制度、科学谬徐剁嶷、奖惩激励嚣9度等进彳亍管理。

关键词：教育技术实践效益效益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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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nt：The concept of cost—effectiveness include two aspects：one is effect，virtue；

the other is efficiency，the relation of input and 9utput．The cost-effectiveness in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an also be partitioned into two levels：one is the

effect that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an gain；the other is the cost-effectiveness in

implementing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We can evaluate it with rubric and‘‘COst VS

effectiveness”analysis．Optimization is theory foundation of this research．The

problems of cost-effectiveness exist widely in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some phenomena are ubiquitous．Such as unscientific

doing and waste of resource in input aspect；如lower rate of using the equipment．the

lower effect of application,configuring the resource of human and material

improperly in output aspect．The cost-effectiveness is dissatisfaction as awhole．The

reasons come from two sides of person and material．Thus，we can advance the

cost—effectiveness in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from two sides．One-is

pushing cost—income analysis in microcosmic aspect，the other is leading idea and

restriction with system in macrocosmic aspect．The idea leading is building up the

idea of cost—effectiveness in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including the

concepts of practicality,quality，system，saving,development and equitablenesg．The

restriction with systems include the system of argumentation and hearing of witnesses，

the system of stocking with inviting public bidding，the system of training teachers，

the system of evaluating scientifically and the system of inspiriting．

Key words：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cost—effectiveness，the

concept of cost—effectiveness，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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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拨术实践的效益研究

1．1磷究的缘起

第一章孳l论

套一个想法，缀长瓣阏萦绕农我熬心头，那裁楚曩“效益”的援焦来考察和

反思我们周围正谯轰轰烈烈进行的教育技术实践。

我嚣瓣教育技零经过，℃+多冬熬发展，已形袋～令理谂基礁扎实、实践领域

广泛的学科。与科技紧密结合的特点使得激育技术一开始就走上了不断发展、与

辩筷逮酶不羟之路。舞今，数卡万教弯按零王{睾蒜套斗在教学、麓聚、凌诗、秀

发、管理等不同的领域，并一同走在了教育信息化的前列。教育技术已经被看作

教育发展髓“稍离点”，兄乎没蠢人怀疑它在教育中瓣逮钕。

一方丽，人们对教育技术表现出的热情越来越高(这是教育技术乃至整个国

氐教育的牵事)：另一方瑟，不多教学一线的教鄹仍没寄生动遣纛数学中伎角教

谢技术。事实上，考察现实的教翁技术现状，我们就会发现，处予矛盾两方面的

人们都较少考虑教育技术酶效益，缺乏效益观。激育技术有没有效益、怒否发挥

了效益、是否发撵了最大效益，这些问题被不少教育技术的实践工作者忽略了。

这些忽略，可能楚无意识的，可能是无能为力的，更有可能是不聪考虑的。在一

热情况下，教育技术已成为贴有“现代”、“超前”的金字招牌而被异化，成为一

种符号。这时，教育技术的效果如何，效益怎么样，己被～些教肖者漠视了。大

爨的资金注入到教育技术实践中，蔼许多教育技术设旌却褥不至《缀好地皮用，人

力和物力资源匹配不合璁渐渐成为一种“常态”，这些是疆让人痛心的事情。困

鼗，“教鸯按本实践豹效蕤研究”越发曼褥重要越来。笔者希望邀项研究有所突

破和创新，不是简单的圜内外资料的堆砌，而是对现实的教育技术实践有所帮助

懿残莱。

t．2识究的意义

1．2．1这项研究提供了考察教育技术实践活动的新视角和新框架。

露嚣，我稻礤究教育技零实黢多是蛰袋子教裔技寒鹣磋{孛建设、姿添设诗与

开发以及如何利用教育技术来促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些无疑是十分麓要的，

健同时墩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荛仟么要使餍教鸯技术、激育接术鹣价嫠怎么样”

簿问题，也就是教育技术的效益问题。效益是经济、管理领域的麓要命题，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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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领域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内容，尤其是对于教育技术这样一个与科技和经济联

系紧密的领域更是如此。用效益的视角来考察教育技术实践，能使我们摆脱纯技

术和应用细节的桎梏，而从更高的层次对这一领域进行审视。同时，这一研究也

形成了以效益为核心的教育技术实践研究框架，为今后的此类研究提供了一定的

参考和依据。

1．2．2这项研究为教育技术地位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从总体上看，教育技术在目前各类教育中的地位已经确立，但也有一些教育

工作者对教育技术的功效表示怀疑，或不愿在教育中使用教育技术。因此，对教

育技术重要性提供合理的解释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必要的。而用效益的视

角来分析教育技术实践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考察教育技术实施带来的效率和效

果，分析教育技术的投入和产生的影响，就能从效益的角度给出教育技术存在和

发展的依据。

1．2．3这项研究指出了教育技术实践中存在的效益问题。

这项研究对效益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通过调查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的教育技

术实践中存在着效益不高或不佳的情况，这涉及到思想观念、管理水平、技术水

平、师资、地域、策略等诸多方面，效益问题是综合的表现结果，它直接影响到

教育技术实践的发展和未来。

1．2．4这项研究提出了解决效益问题、促进教育技术良性发展的新思路。

这项研究针对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这一策略

用系统的观点整合了提高效益的诸多途径及相应的理念，这包括成本一收益分析

的办法、树立效益观的办法、制度约束的办法等。用这一策略去指导教育技术实

践，就能使其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1．3研究的目标与内容

1．3．1研究的目标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当前教育技术实践中效益现状的考察与分析以及提高教

育技术效益的策略。具体地说就是考察教育技术实践(主要是学校教育技术实践)

中效益的实现状况，发现存在的效益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继而在微观和

宏观两个方面提出切实提高教育技术效益的可行性方法与策略。

1．3．2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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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内容比较宽泛，主要包括教育技术实践的界定、效益的概念及形

成机制、效益观的内涵、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特点以及自身效益与实施效益的形

成过程、效益的评价、作为理论基础的最优化理论、对我国教育技术效益状况的

调查、效益问题与影响因素、提高效益微观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宏观上的

观念引导与制度约束策略。

1．4研究的方法与思路

1．4．1研究的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谈话法、文献法、系统法和归纳

法等。

一是通过问卷调查法进行实证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主要是设计制作了在

线调查网页，进行关于我国教育技术效益状况的网上调查，并进行统计分析，同

时还参照了关于中小学多媒体教室建设的问卷调查并进行分析。

二是通过谈话法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是通过与山东、江西的几所高校及中学

的管理者、教育技术教师、学科教师等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获得真实可靠的、以

至富有情感的观点和信息。

三是通过文献法进行文献资料研究。主要是对关于教育技术效益的论述资料

进行研究分析，同时对教育经济学、管理学的著述进行研究，从而了解本主题的

研究状况，并获得相应的文献支持。

四是通过系统法进行整体分析。主要是把教育技术实践放在教育系统甚至是

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坚持在整体与部分(要素)之间、

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考察对象，以求

得教育技术实践效益提高的策略。

五是通过归纳法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主要是对调查的数据进行归纳总结，

从相对分散的个别的事实中概括出一般的状况和规律。

1．4．1研究的思路

本文研究的总体思路是调查分析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状况，发现其中的效益

问题并提出提高效益的策略。具体地说就是首先对教育技术实践进行界定，提出

效益的两种概念，并引申出教育技术效益的两个层次和评价办法：通过对效益状

况的调查，分别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对存在的效益问题进行剖析，总结出影响

因素，并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给出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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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文献姿料综述

目前，专题研究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论文和专著不多。

{。基．{期刊论文徐索分辑

2003年10露2毽，笔者登陆孛闲攀术鬻誉l阙(w骶。cnki．net)，在“中溺後

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专栏中选中教育类，分别以“题嚣、副标题、关

键词”为检索项．时间从1999年到2003年，分别检索“教肖技术效益”、“电化

教育效益”、“电教效益”，没有发现相关论文。

莲惹，在“巾溪期等|】全文数据瘴”专栏孛选孛教育类，叛关键调为捡素硬，

辩闻苁1994年弱2003年，分别检索“教育技术效益”、“毂纯教育效盏”、“瞧教

效益”，没有发现相关论文。以篇名为检索项做相同检索，发现4篇文章，分别

为：

《讲究效益研究散益——_jt京市_歼殿中小学电教效益专题研究取穆初步成效》、记者

鄂恚是、《孛嚣电纯教蠢》，1994年第5期；

《论中小学的咆教效盏》、《中国电纯教育》、1994年第7斓；

． 《高校电教散黼刍议》、马福臣、《中翻电化教育》、1996年第1期：

《电化教育效潞探析》、查锐、‘中阑电化教育》1998年12期。

这些文章发表较攀，内誊背景大都是我强已经由计划经济过渡劐{嚣场经济，电激

镁域邃受鬟枣场缀漭大灞瓣洚蠢，袁瓣入看不爨毫纯教蠢懿效益，有瓣夭诀菇邀

化教育没有经济效益，同时电教领域也存在着效益不高的闻题。其中马福臣的《商

校电教效益刍议》和奁锐的《电化教育效益探析》分析bb较具体。《高校电激效

益刍议》一文认为：以简单的投入多少、收回多少的方法来评价电教工作的好坏

会带来受效应，逡戏酞伍不稳、投资减少，褥不偿失；浮徐电纯教育要戳社会效

薤为主，辩遥教数豢戆界定应遵禚教霹效益的赛定藤羹lj。《程纯教育效蘸探轿》

一文也认为：对电化教育的评价不能从片面的、简单化的分析入手，而应从它自

身固有特点着手，科学地、全面地、综合地进行评价；电化教育效益应纳入憋个

教育效益中，应从弑会和教育双向评判，应考虑多次传播带来的效益和长期效靛；

逛纯教弯终为～耱教肖瓷嚣，只毒开笈零l蘧方能产生效蔻。该文还诀隽瘟麸焱豫

宣传、建立辊制、加强电教队伍建设、科学囊菇合理使霭簿方面来提高电纯教鸯

的整体效益。但上述文章多是给出了电教效益的轮廓和评判方向，没有对教育技

术效益的界定、形成、状况及对策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此外，笔者焱阅了近几年国内出版的教育类期刊，发现提关文章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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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教育的经济学悫考》、陈勇勤、《电化教育研究》、2002年第8期，

《获经济学角瘦菠毽两络教育》、李海簸、《现代教育技术》、2002年第1期，

《教誊技术黠蹇等学搜效率戆影确》、李疆华、《黑激汪嵩教礤究》、2002年第4麓，

《教露技术在赢等院校教学中的效用》、秀立恭、《教育技术研究》、2003冬纂6媲。

这些文章从经济学角度和效果方面分析了教商技术实践。陈勇勤是中阑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的教授，他的《电化教育的经济学思考》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公式分析电

化教育，认为应该让投入产出模型蕴含的数学思维同缀济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获丽僮我们的思维劳动效益麓大纯。《献经济学角度反恿网络教肖》一文认为当

蘸隧终教育中存在援模与凌鬃鹃矛詹、藏本商昂、有戳资源浪费严重虢及缺乏鸯

效鲍测度约束等现象，建议接客黢规搏办事，热强政府职熊静露l发建设，揍磐黢

务。《教育技术对赢等学校效率的影响》一文认为，教学技沭的使用蠢剥予高等

学校效率的提高，假实际工作中，由于受到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组织形式、教

师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导致教学技术对效率促进作用不大。《教育技术在高等院

校教学中的效用》一文认为，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使用早已超越了辅助作用的范

圈，艟完成任务豹谦件就是始谦件，要实现铸息技术成果在教学中有效开发，形

成戏模效薤，必矮以疆驮形式开展王侔。上述文章扶苓阕懿铡蟊秘程绱考察了教

育技术实践中姻效整阀题，掇拯了相应蛇解决思路。

{．5．2专著梭索分耩

笔者还没鸯查蛹到专门秘究教弯技本效夔戆专著，摆关豹书籍鸯；

《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闵维方译、高等教帮出舨社，

《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曲恒昌、曾晓东著、人民出版社，

《教育经济学新论》、杨葆琨范先佐著、江苏教育出版社，

《教育时间学》、孙孔懿著、江苏教育磁敝社，

《串国教育簿蓬报告》、程方平主编、串国社会科学密j{蕤衽。

这些书籍涉及至《经济效羹海慰，或教弯领域繁鼹缀漆瓣题，逶鏊躲是豁没鸯涉及

到教育技术层次鲍效益阏题。不过这些书籍也提供了从更裹豹层次来枣援教育经

济和教育效益的方法和理论，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教育背景和理论依据。其中

《教育经济学圈际酉科垒书》、《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教育经济学新论》从经

济角度分析了教育闽题，《教育时间学》以时间的利用、节约的角度分析教育，

《中国教育褥灏报告》刚提崮了当前我阕教育面犒的各种关系和问题，包括效虢

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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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相关会议、论坛检索分析

考察近几年教育技术领域举办过的年会、经验交流会、论坛簿，没有发现其

中以教育技术的效益为专题进行讨论。可豢盼怒，在2003年12月召开鲍“2003

孛黧教弯技拳事叠萼产犍发震论坛”主题牵涉及弱了“狡校逮工程豹效益疆究”

和“教育技术经济学研究”，看来效益问题从教育技术的实际点作争论中逐渐浮

出水丽，越来越受到重视。

1。5．4国外资料检索分析

霆箨毅关疆究资鞭戆霞睾塞。笔：嚣零ll溪Google馥t诤：／屈獬。google，com)

搜索弓l擎工具输入“cost—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出现

相关网页13项，输入“economic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出现相关网

页43项。其中相关文颦主要有：

Are Computers in School cost—effective?

What Does Research Tell Us About Technology and Higher Learnin毋

Computers in the Classroom How Effective?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这魑文章有的是教育技术专著中的一个章节，有的是学生的讨论提纲，有的是对

～掰学校骰豹调查。文巾大多是讨论计算樵程教育中豹应用效麓阕题，从微戏静

楚麓考察诗雾掇给教学带来了稻些耋}楚，藏爨多乡，戆不糍嚣省钱。所有文章都

支持计算机应用于教学，但反对浪费。从文章中可看出，国外的教育工作者经济

意识较强，更讲求节约和实用，这可能与其学校更多的私立性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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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研究

第二章教育技术实践领域的界定与分类

理论和实践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教育技术学作为一个

应用性学科也自然可以分为教育技术理论和教育技术实践两部分，而且教育技术

实践是一个生机勃勃、活力无限的领域。研究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问题首先有必

要对教育技术的实践领域进行界定和分类，这样将有利于问题的探讨。

2．1 界定分类方法之一：按技术的表象进行分类

目前，教育界对教育技术的定义仍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尹俊华教授在《教

育技术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中指出：“广义的教育技术就是‘教育

中的技术’，是人类在教育活动中所采用的一切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总和。”这是我

国当前最为领先的教育技术定位的观点(刘美风，2003)1。这样，我们就可以通

过对“技术”的界定和分类来推演到教育技术实践的分类。

组织理论家雅克·埃尔卢把技术界定为：“技术是为了达到某些实际目的而

对知识的组织与应用。它包括具有物质的表象的工具和机器，同时还包括那些为

解决问题和获取某种所期望的结果而使用的智力技巧和方法”。2卡斯特和罗森茨

韦克对这一界定进行了细化，认为技术至少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t)技术

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干预：(2)技术涉及物质装置；(3)技术涉及技艺；(4)技术

涉及知识；(5)技术涉及目的；(6)技术是一种可操作性的体系3。由此，我们认

为可以将技术归为两大类：工具技术和知识技术。

尹俊华教授在《教育技术学导论》中也同样指出：“它(指广义的教育技术

——笔者注)分为有形(物化形态)和无形(智能形态)两大类。物化形态的技

术指的是凝固和体现在有形的物体中的科学知识，它包括从黑板、粉笔等传统的

教具到电子计算机、卫星通讯等一切可用于教育的器材、设施、设备等及相应的

软件：智能形态的技术指的是那些以抽象形式表现出来，以功能形式作用于教育

实践的科学知识，如系统方法等。”这样看来，物化形态的技术和智能形态的技

术也就分别对应着工具技术和知识技术。

相应地，对于教育技术实践，我们也可以分为作为工具技术的实践和作为知

识技术的实践两部分。

1刘美凤．广义教育技术定位的确立．中国电化教育，2003，6

2李福华．教学技术对高等学校效率的影响．黑龙江高教研究。2(301，4
3卡斯特，罗森茨韦克．组织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7



教育技术实践的簸蘸磷究

2．1．1作为工具技术的教育技术实践

王爨技术是抟绕瓣工艺援本，鲡提器、谤葵凝、王其等，龟藏是雅蹙·竣尔

卢所指的“具有物质表象的工其j}【j机器”。这类技术的重要特点就是其物质性与

有形性，它可以作为一种生产工典而独立存在，它本身可以与使用者相分离。

终毙王具技拳的教育技拳实戏是摆应用褫瓣技寒、诗葵凝多媒体技零、网络

技术、卫星通信技术锋诸多技术敷其相应的硬件和软件服务予教育教学的实践过

程。它包括教育技术硬件设施的设计开发和利用、教育技术环境的建设、教育技

术软传资源的设计嚣发窝利用等。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教弯技术磅发企欺，无论

是在谦堂教学还是程远程教学中，作为工其技术豹教育技术实践始终离不歼教育

技术的产品(包括物化形态的设备和智能形态的软件资源)，这是这一实践的明

显特饺，其资金投入敷因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蔼变褥清晰可撼。

2．1．2作为知识技术的实践

知识技术是人们驾驭工具技术的技艺、技能以及可以自行把一定的投入转化

为产戡翳知识。这是一类戳知识爻基秘的技本，邀藏是雅交·埃尔卢获籀麓“郅

些为解决问题和获敬某种所期望的结果而使搿的智力技巧和方法”。这类技术的

重要特点是其信息性与非物质性，他存在于使用者的大脑中，本身不能离开使用

老纛独立存在。知识帮技本莽菲嬲一概念，但知识与技本是存在部分包含荚系鲍，

尼秘·斯特尔在其掰藩《知识社念》一书中研究了翔识韵分裳，认为知谈可戳分

为理论知识、科学和技术知识；意义的知识(擞臻表现为社公科学和人文科学中

的知识)、生产性豹知识(主要表现为自然科学中的知识)、程为知识(作为一种直

接靛燕产力)等。4嗣样，我们抉技术分类熬角度看，一部分知谖氇表飘为技术，

这便怒我们所称的知识技术。

作为知识技术的教育技术实践就是通过凝结在教育者身上的知识、方法和技

毙来管瑷改善教学豹实黢，楚教肖技寒串'|霉予“潜箨”豹那一罄势。它畿括霹学

习过程的管理、对学习资源的管理、对教育技术环境的控制和协调、教学系统设

计、教育技术过程的评价等。如果把作为工具技术的教育技术实践看作是憋个教

弯技拳实残领城熬“经济基磷”，薅么箨为煞谖鼓本豹鼗鸯技术实筏藏藏惹{睾是

“上层建筑”，所以它控制着整个教育技术实践过程的目标和方向。由于它与教

育者紧密结合在一趣，其投入也便和他们的培训费用及薪水融为一体而袭现出隐

薮经。

·李福华．教学技术对高等学校效率的影响．黑龙江高教研究一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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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器定分类方法之二：按教商技术实旌中的矗观表现形式凳类

对教弯援零实黢熬分类簸爨藏瓣方法藏是稷舞宅翡壹褒表瑗影式，帮器窀爱

骚务予哪个范嚣、在骧令领域内嚣箴，猿挠我{}】可蔽把其势秀课堂毅旁技术实残、

远程教育实践和教育技术产泣三爨，褥指出的是，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怒十分

严格的。

2．2．1课堂教育技术实践

课堂是学校教学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课堂也是教育技术实践的主战场。

一般认为，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是课堂教学的三大组成部分，教育技术嶷践引

入课堂教学在这三者问建立起了桥梁。课堂教育技术实践包括教学媒体、救举资

滚、教学设毒专等在课堂教学中黪旋用，它为谍堂教学提供了优亿静教学篡晦黪粳

攥策臻嚣要嫠透奏效懿媒馋嚣凌。教蠢攘本茏其是馋秀工其投本夔教驽技零与传

统课堂教学劳不其有天然豹联系，鞭魏，只有教育领导老、教萍嚣学生装黼努力，

才能促进教育技术在砖统谍堂中盼应用，使课堂教育技术实践顺利开袋。

2．2．2远程教育实践

远程教育与教育技术有着必然的密切联系，远程教育是以教育技术为支撑的

教育形式，教育技术和教学媒体猩邋程教育中起着基本支柱的作用，即掇濑了涟

结、沟通和实现教与学的重组和熬合的功能。5各类教育技术和教学媒体被成用

来为远程学习者发送教育和培训，学习嚣剥用远程教育院校或其他教育机构设计

嚣发的教育资源和玮凌进舒学习。这黧教育资源窝环境主要是多秘媒体懿滠稷学

习麓辩，邀霹爱是双彝交蔓懿送褪漾堂教学、包蕤援蔟会谈在蠹黪各癸邋疆魄予

会谈系统、嚣冀祝会议襄穰‘冀税麓络教学环境等。霹冤，远程教弯为教京皴零提

供了发挥特点伸展“才华”的广澜舞台，远程教育实践无疑是教育技术鬓戥的重

要组成部分。

2，2．3教育技术产业

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匦大的硬件和软件需求市场，许多企业纷纷加入

到教育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中来，教育技术产业日益壮大。与

教育领域的教育技术应用不同，众渡领域的教育技术产业把教育技术{乍为生产

黢产鑫，尽管它们把经济列淄圣罄为追求蕊嚣标，僵其发展也是戳教臀披零产蕊

5丁兴富．远程教育学．1￡豪癖范太学出簸桂．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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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能够服务于教育为基础的，因此，教育技术产业也成为教育技术实践的领

域之一，并正在汇集着越来越多的教育技术专家。

教育改革和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也使得整个教育技术实践领域形成了从生产

到消费的完整的产业链条。传统电教阶段许多教学资源需要学校教师自己来开

发，如今这些任务更多地是转嫁到了教育技术企业，这种分离代表了市场化的

方向，并且使得整个教育技术实践更加有序高效，也促进了教育技术产业的发

展。如今，教育技术企业更多地将从单纯的生产走上服务之路，这表现在它们

将需要更多地提供“教学资源的咨询、定制、代理、配送等服务、资源型学习

环境(全球教学信息挖掘、流通、交流、存储)、研究型学习环境与协作学习的

环境、校园文化的环境(班级、学校、地区、全球)、信息化教学设计培训等”6

2．3本研究所涵盖的教育技术实践的范畴

本研究所涵盖的教育技术实践的范畴是相对宽泛的，但由于效益是一个涉及

资金设备资源投入的问题，因此作为知识技术的教育技术实践在本研究中就处于

次要地位，而主要的研究对象则是作为工具技术的教育技术实践，其范围也主要

是在学校教育之内，包括课堂教育技术实践和远程教育实践。教育技术产业遵从

经济规律，其效益问题不在本研究之内。

8黎加厚．创造教育信息化环境中学生和教师的精神生命活动——教育信息化的“生命环境观”．电化教

育研究，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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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效益与效益浚

3．1效益的概念

“效菔”在我国是一个使用频率高、应用范网广而含义又不清晰的概念。效

益一词谯阑内外的一些权威辞海、辞源、辞媳、肖科众书等大型工具书中都很难

发现，这说明它还是一个新的或还没有完全性的词汇。笔者查阅了其他工具书，

发现对“效簸”有如下的解释：

④效擞；效巢粒牧益。(《瑰}℃汉语辞海》，光明翻搬船敝社，2002年11月版)

②效薤：觅捌功效有掰l|雯益。(《囊词语大词典》，溅建选入民密舨挂，1991年7月叛)

@效豢；键窭一定趋势凄聂掰褥瓣牧效、涮盏。<《瑾{弋汉疆耪词典》，孛国妇女窭舨挂，

1992年9薅敝)

④效菔：散粜和利益。(《汉语多用词典》，中国标凇出敝社，1990年4局版)

⑤散菔：效率和收益，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和(受广大群众欢迎的)社会效果。(《新词新

语词典》，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3年5月版)

综合以上备种解释我们发现，“效益”具有鲜明的名词词性，是由“效”和“益”

组成的凝合词，其含义涵盖了效果、效率、功效、收靛、利益等次级概念。我们

不妨大腮鼬借用英语名词词汇的分类方法，把“效藏”的概念大致分为如下两类：

●概念A，终为可数名词静效益：主要指效聚、收麓的多少。如“取褥了全

方短戆效慧”、“效兹表瑗盔霞矮、毫产、褰效”等。瓣释①③③④属予梵娄。这

里豹效焱圭黉铡重对簸采熬分解、歹《举、≯F侩。

●概念转，作为不可数名词酌效益。主要指皴攀、成效的高低。如“减小内

耗提高效靛”、“这个项目效益好”等。解释⑤属予此类。这里的效益主要侧重对

效率的评价，即对投入和产出、花费和效果的比较分析评价。

事蜜上，人们在广泛地应用“效益”一词时并不会刻意去区分属于概念A还

是概念B，猩很多时候，效益同时具备以上两种含义。在现代应用中，效益更多

的倾向予概念B，因为概念B在实质上内含了概念A，即不仅要考虑效果，还要

考虑获褥效浆掰花费的蘸期投入。以下对教育技术滋躐效益的研究将从效益韵概

念A帮壤念魏鬻个穷嚣逶毒亍分辑。

3。2经济效益写社会效益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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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铟对效益睡疆的讨论逶鬻簸缀浇效益翮亭圭会效益两个方蟊分末蓐。

3。2．{经渗效蓥

所谓经济效益，是播宇上会缎济活动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豹消耗爨取褥静符合

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的对比关系。它包含两层意思：①投入与产出(所赞姆所得、

消耗与成果)的对比关系。这说明经济效益首先是一个相对化概念。这种对比关

系反映的是生产过程的特点。投入越少，产出越多，表明经济效益越好。⑦产

出(所得、成果)必须符合社论需鼹。7在这一前提下，劳动消耗与劳渤成果之

比才有经济效益的质与量的规定性。否则，如果产品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嫩产得

越多，浪费就越大，就越没有缀济效益可言。这说明经济效益又是～个社会他概

念。

3。2。2鼓会效蓥

所谓社会效益，是指势动所产生静成果对社会产生靛有用翡昶积极熬影嫡程

度和做出的贡献。社会效益同样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但与经济效益多侧

重“效”相比，社会效益更侧麓予“益”，其“效益”更倾向于霉慨念，即效果、

收益、利益。社会效益所指的收虢因而向社会而具有了较强的公益性，如社会稳

定，环境保护，国民素质提禽等锌。这些收益与经济效益中的产出相比鼹得泛化

且难于量化。

3．2。3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益窝程会效蕊是效慧阏藤中对立绫一翡嚣令方嚣。嚣袁瓣关系在涤漂

次主是经济发曩程蓉会发震蠹鼋辩添关系。经济发震嚣薤会菱浸是苓嚣奔裁貔莠蒂

莲。社会静进步固然依赖经济发袋为前提，毽经济发展又必须鞋辛圭会发葳为嚣翡。

经济和社会、手段和目的，二释棚辅相成，不可分离。相应地，经济效藏和社会

效益也是辩证依存的。

3．3效益观

效益观是指人们对效益问题的馨本观点和根本看法以及在分析问题时所采

用的效益观点。它包括对效益的裔无、大小、重要性、提高的策略等棚激婀题鲍

立场、蕊点。挺立合理全鞭瓣效靛观楚握拜效益的先决条件。

臻立正确戆效益褒黄先癸爨獠效夔豹壤念，怒握好经滚效薤释李主衾效蘸熬关

7扬葆琨，范先往。教育经济学掰论．江落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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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充分认识效益主体的运行规律和发展状况，分析其效益实现的要素和关键环

节。对效益主体的社会性质也要予以考虑，如企业作为天然追求利润的效益主体

往往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社会效益，成熟的效益观应该看到企业经营的社会

效益及其反作用；事业单位更多实现的是社会效益，成熟的效益观应该对不同类

型的事业单位具体分析，在使其不要忽略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应苛求其创造更多

的经济效益。如教育作为具有事业和产业双重属性的效益本体，其经济效益更多

地通过其长期的社会效益体现出来。

3．4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特殊性

教育技术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最终要通过教育的效益体

现出来，而教育效益比物质生产部门的效益复杂得多，因此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3．4．1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在宏观上是通过教育的效益实现的

教育技术不能脱离教育而单独存在，教育技术实践是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分。从宏观层次上看，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教育技术是促进人的学习的手段，

教育技术实践的投入最终和教育的其它投入一起转化为人(受教育者)的素养、

能力的提高，并通过此后的工作、生活最终实现效益。因此，在宏观上教育技术

实践的效益是教育效益的一部分，研究教育技术实践效益就需考察教育的效益，

然而教育效益又十分复杂，其复杂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I)教育效益具有直接表现和间接表现两种形式

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是物质产品，其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比较直观，它们

的效益一般可在消费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中通过交换和消费直接表现出来。但教育

部门的效益是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职业训练水平，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

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来实现的。因此，教育效益的直接表现形

式是教育投入与产出(培养出的合格的劳动者)的比较；间接表现形式是这些劳

动者走向社会后所作的贡献大小。8

(2)教育效益具有滞后性

物质生产部门的效益是浅层的、及时的，投入一定资金后很快就能回收。而

教育的效益是深层的、滞后的，投入一定的资金后绝不可能期望教育所培养的人

8杨葆琨，范先佐．教育经济学新论．江苏教育出版杜．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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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中立即就做出贡献和资金马上得到回收。原因很简单，教育培养的人的周

期较长，所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也要过若干年才能获得明显的效益。

(3)教育效益具有难确定性

物质生产部门主要获得的是经济效益，一般可通过计算比较精确的反映出

来。而教育的效益不仅表现为经济效益，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效益，同时其

经济效益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教育经济效益在特定意义上，它并非完全独立存在，它主要是体现在直接从

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劳动者身上，它的经济收益是与劳动者的经济报酬混杂在一起

的，因而十分难于完全剥离出来，也难于准确计量。

3．4．2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在微观上是通过对教与学的支持服务实现的

教育效益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很难在宏观上通过它进一步研究教育技术实践

的效益。然而我们可以立足于教育技术实践本身，从微观层次上考察其效益。这

样效益的研究就变得更加具体可行。

教育技术的直接产出是教与学的效果并最终表现为学的效果的增强。从投入

到直接产出，教育技术实践的过程顺利结束，尽管这时投入到教育技术的资金物

力还没有通过人的衽会化和劳动贡献得以实现，但作为投入到产出的过程已经完

整，从微观层次上考察，我们可以把目光聚焦到教与学的效果上，而暂不考虑间

接效果，这样就可避免宏观上的效益不可知论，在操作上也更为可行。

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在微观层次上表现为对教与学的支持和服务，这包括对

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环境支持、技术支持、资源支持及相关的服务，从而在最

终效果一L表现为教学的促进和学习质量的提高。本研究也将主要从微观层次上考

察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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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教育技术效益研究的理论基础：最优化理论

4．1最优化理论和方法的概念

国内对最优化理论和方法概念的阐述一般为：

●最优化，是指从问题的许多可能的解答中，选择依某种指标最好的解答，

它是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5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生产的需要，逐渐

形成了最优化理论，以及相应的求解方法—一最优化方法。9

●最优化是--1"7应用相当广泛的学科，它讨论决策问题的最佳选择之特性，

构造寻求最佳解的计算方法，研究这些计算方法的理论性质及实际计算表现。1。

●追求最优目标是人类的理想，最优化方法就是从众多可能方案中选择最佳

者，己达到最优的目标的科学。它是一门新兴的应用数学分支。“

可见，最优化理论和方法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它吸收了运筹学、管理科学、

控制论等学科的理论知识，目的是在一系列可能因素中分析选择，以求最优。目

前，最优化理论和方法已广泛地应用于经济、自然、军事和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

4．2最优化理论和方法与效益问题的内在联系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是为了使系统达到最优的目标，在经济管理学上就是在一

定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条件下，使经济效果(如产值、利润等)达到最大，并

使投入的人力和物力达到以最小的系统科学方法，其常用的优化方法有线性规划

法、非线性规划法、动态规划法、极大值法等。可见，效益的实现这是最优化理

论和方法在该领域的具体应用。

效益(概念B)最求效果、利益的最优，同时又希望与此同时消耗最少，这

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对于每一个方面，我们都可以运用最优化理论和方法进行分

析实现，而真正实现效益，则需要全方位的运用最优化理论和方法，涉及的因素

越多越准确，则越出效益。

4．3最优化理论和方法在教学中的应用：教学过程的最优化理论”

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尤·康·巴班斯基(1927—1987)创造性的把最优化理

论引入到教育教学中，形成了著名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为我们在教育中探索

应用最优化理论和方法开了先河，提供了借鉴榜样和理论基础。

9薛毅．最优化原理与方法．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

m袁亚湘．孙文瑜．晟优化理论与方法．科学出版社．2003

“解可新．韩立兴，林友联．最优化方法．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

12巴班斯基．论教学过程的最优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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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褒焱基指出：“教学过穗鬣谯纯是在全嚣考虑教学筑律、原燹|l、瑷代教学

瓣形式露方法、该教学系统豹姆雩菱滚及蠹癸罄条{睾豹基疆土，灸了搜遗熬驮凝定

标准看来发挥最有效豹(瑟最伉鹃)作擐两组织愆控翻。”这裁楚教学遗襁最优

化的最一般定义。

为了澄清在教学过程簸优化概念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巴班斯基述多次从不同

的侧面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论述。酋先，“教学过程最优化不仅要求科学地组织教

师的劳动，还要求科学地组织学嫩的学习活动。”因此，把“最优化”理解为单

指教师的工作，是片面的。其次，“当谈论最优性时，必须强调指出，逸熙所说

的尽可能最大的效果并非泛泛筒谈，乃是针对一所学校或一定班级现谢的熬体条

俘两说翦”。因瑟，教学过程的缀优化不是泛泛遣谈理想，丽是具体条件下鼹最

往往。蘩三，爱教学过程最傻臻黪藤爨ll维织舞生兹活动穗，“不蕈缝慧掇瓷窀戆

效率，两置莛要达弱最谯瓣，郄瓣该条转寒说是最佳憝结采。”这嚣癸求怒效率

与效果同时加以考虑，实骣上墩怒缭教学过程最优纯赋予了囊确浆标黢，骚求在

一定的具体条件下，以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取得质量最优良的教甯效果。

追求教学过程的最优化也就是想获得教学的最大效益。他的论述和探索搦示

了教育教学问题的复杂性，教学过稷最优化的实施不仅是最优化思想和嫩优化计

算方法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对激肖教学因素的认识和分析，这包括时间、地点、

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激师的特点、学生的特点、所能选择的媒体和

技术、教学速度、教学结果的分桥等等。

4。4最饶伲理论与方法凌教鸯躞零审酶应用

最撬证理论是教弯技拳鹣疆谂鏊确之一。南嚣农先生指赉，“癸骥毅霄遗程

的最优化是电纯教育翡基标。凝倪纯不是理想纯，不是要求我稍今天斡教育就要

达到一个理想的最高境界。教宵过程最优化的涵义是：在一定的祭件下，农同样

的时间内，能使学生学的多些、快贱、好些，能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最优化的

标准主要由两个：一是最大效果；二是最少时间。用最少的时间，得到最大效果，

这就是电化教育所追求的。”“

在教育技术实践中，我们蕊对的是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对其进彳亍的设计、

拜发、葺4用、管理和评价也是对学澎资源积学习过程进行选择加工的过稷，运震

懿方法也是最往纯方法，嚣的怒获褥最谯的学习效采。最饶讫理论嚣方法怒蚕穿

毫纯教育与教弯技本茇葳始终熬。

”南国农，李运裤．电纯教育学．蕊等教育船舨牡．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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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层次与评价

5．1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两个层次假说

对于效益的概念，我们总结分析后给出了概念A和概念B，分别指效果、收

益的多少和效率、成效的高低，相应地，对于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我们也可从

这两个角度去分析，即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两个层次假说：教育技术自身的效益

和教育技术实施的效益。

5．1．1第一层次：教育技术自身的效益(内部效益)

教育技术自身的效益是指不考虑教育技术实践的过程因素的影响，在理论状

态下所能实现的功效，是没有外部干扰(如环境状况、投入的比较、师生因素等)

的内部效益，是理想化的最优效果。

5．1．1．1提升教育质量

南国农先生指出：电化教育能更快更好地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和道德观

念，促进道德情感、行为和意志的培养；促进学生知识和能力发展，提高掌握知

识和能力的质量；并能使学生轻松愉快地进行学习，减轻学习负担，增进学生的

健康，从而使学生在德、智、体等几个方面得到发展，进而提高教育质量“。事

实上，教育质量的提升是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综合体现，它得益于教育技术实践

实现了以下功效：

(1)视听延伸

在教育技术实践中，视听媒体、计算机多媒体、互联网络的应用，使得学习

者对知识的感知大大超越时间、空间、微观、宏观的限制，从而将教育教学内容

中涉及的事物、现象、过程等方便地通过文本、图形、图像、动画、声音等形式

再现于学习者面前，这样学习者的知识视听来源从有限的印刷文本和教师讲解延

伸到广阔的知识视听海洋。

(2)提供情境与交互

视听的延伸为学习情境的创设提供了条件。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互联网技术、

14南国农，李运林．电化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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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等与课程的整合能为学习者创设适于学习的真实情境或虚拟情境，

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欲望和兴趣，帮助他们建构知识和意义。教育技术实践同时

还为学习者提供更多更便捷有效的交互，实现师生、生生以至人机间的交互交流，

从而促进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探究学习的开展。

(3)提供资源

教育技术实践的过程也是学习资源开发、优化、利用的过程，学习者可以因

此获得丰富的类型多样的信息资源。与传统的纸介质信息载体相比，电子媒介有

着惊人的高密度。一部百科全书的内容完全可以装入一张光盘，因此在信息时代，

每个家庭拥有一座小型图书馆已经不是神话。因特网更是知识的汪洋大海，在网

上搜寻、检索知识变得十分有效和容易。每个上网的学生都可以方便地进入这一

超大型的图书馆，并可以获得各方面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从而使全世界的教育资

源为自己的学习服务。

5．1．1．2提升教学效率

教学效率的提升是就“量”而言的。对教师来说，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能

完成比原来更多的教学任务；对学生而言，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学到tE原先

更多的东西。教学效率的提升主要是源于教学速度的提高，也就是教学时间的节

省，这是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形成得益于教育技术实践的以下

功效：

(1)教育技术实践使学生学习效率提高，时间节省

关于学习比率、注意比率、记忆比率的研究表明，在学习中眼和耳最有效，

多种感官并用学习效率最高。。在教育技术实践中，视昕媒体、计算机多媒体、

互联网络以至虚拟现实技术等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从而更多更

有效地获取知识和情感，这与传统学习相比是时间的节省和学习效率的提高。

(2)教育技术实践使教师教学效率提高

在教育技术实践中，教师须在教学之前进行认真的教学设计，对教学中的多

。关于学习比率地研究表明，人们学习时．通过视觉获得的知识占83％，听觉占11％。嗅觉占3．596．味觉占

1％：关于注意比率的研究表明，人们学习时，使用视觉媒体，其注意集中里的比率位81．7％，使用听觉媒

体为54．6％：关于记忆比率的研究表明，同样学习一份材料，采取传统口授办法．让学生光昕(纯听觉)，

三小时后能记住6096，采取光看(纯视觉)，---'b时后能记住70％，视听并用，---4'时后能记住90％，三天
之后，三种学习方法的记忆率分别为15％、4嘶、75％．(《电化教育学》。南国农、李运林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199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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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要綮进行整体地、综合地规划和安排，确定教学目标，分析教学内容，了解学

习者懿特征，安赘}教学摸式豹缝缀形式等，霹时爨薅豹教学疼褰逛嚣糖，冬圭|基准冬，

如提前做好电子讲义、幻灯片、cAI课件等，这样，课堂教书的时间得以提前，

课堂容屋增大，教举过程得到优化，效率提离。

蒜溪注意靛是，教学效率静撬舞要怒握好“度”，蚕戆燹疆缝增热教学銮量，

压缩学习者思考接受的时简，喾则效率的提搿带来的将是熬体效益的下降。

5．1．1．3提升教育规模

教蒋按本实蔑豹一争重要薄薅是远程教帮。鞋广撵毫筏技拳、诗冀凝技寒、

通信技术以及多媒体计算机网络、卫星电视刚络为基础的远程教育使原本有限的

教育资源得以几何级数量的扩展和覆盖，使得更多的群体尤其是处于师资不足、

教学条转弱戳及建送猿远、交邋不霞戆学习者德蜀整努夔教寅，露嚣迄梵更多翡

人提供了继续学习接受终身教育的机会。远程教育中的教育技术实践使得有限的

优质教育资源能够成功有效地复制与整合，教育资源的扩展带来的是教育规模的

提舞。

5．1．1．4促进教育改革

教商技术实践带给教育的不仅是技术手段的应用和教宵质量规模的方面的

挺秀，弱霹还挺逶了教寒熬改蕈。这表瑗兔教育技寒实黢怒毅弯雩l蠢了镄悫纯熬

快车邀，逐渐形成倍息化教育；教育技术实践促进了教育思想观念的变革，它使

得广大教育者更深刻地认识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共享的徽嫖性，理解交互、对

话黪鬟要毪窝令经偬学霹、终赛攀霹熬必然瞧，健遴翅素矮教弯兹理念嶷藏毒兹

豹教学设计，推进研究性学习的开展。教育技术实践促进了教学模式、评价模式

的探索，教育技术为教学提供了试验动力和拽术支撑，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基

于任务憋学习模式、霹终探究学露模式、基予瓤终鹃评玲、电子档案袋谬徐等囊

探索键进了教育教举的改革。

5．1．1．5促进师生傧息素养的提升

僚惑素姜是痿慧辩筏戆基本袋存技毙，爨露结怠素养熬入囊不会程；毫努充稔

的信息中被淹没，而能够有效地碍找、评估和利用信息解决特定的问题或做出某

些决定“。教育技术实践在促进教育质量规模提升的同时，也使参与其中的教师

纛学裳享受娶售惑技本黥熏晦。教弯技拳实黢搜{|}|l生在教冬攀瓣弱霹受麴熬练建

坫祝智廉．信息教育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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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和使用信息技术媒体，学会溅别葶4魇教寅信怠资源。颤有的教师撼帮凳专渡

溧程蠹容鼹教学羧在瓣上，这襻攀受夜学习该专照躲谈窝藏更多遮援皴溺了瓣

络，在学习珏务兹驱动下，攀嶷譬会了网上绩惑检索、交流与舍终、邀予佟渡{睾

品豹钊作与提交。虽是教育技术嶷戥的河接效益，但信息素养酌提舞对广大炳焦

来说都是受益终生的。

5。1．2第二层次：教育技术裳鸯瓿的效益(外部效益)

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第一滕次悬教育技术在实施过程中不考虑外界因索的

影响(或外界条件处于充分适应状淼)时的教育效果、功效，对应着效藏概念A，

是内部效益，是低层次的。丽谯实际的教育工作中，这一层次的效益不一定艟够

充分实魂，同时取褥这一层次瓣簸藏灏送蟹缒投入瞧有多套少，鑫愆，我稍必矮

尽力获褥第一瑟次豹教弯鼓零簸簸，劳器量藏乡豢入，这藏楚教育技零嶷黢巾最

优纯静惩题，对瘟着效盏概念8，楚教育技术实施熬效益，也可视为辩鄢效盏，

是相对高一层次的效益，我们始飘称之为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第二联次。

根据最优化原理，我们可以设想从产出和投入两方面分别入手来考察救育技

术实践的第二层次效益。

5．1．2．1同等投入情况下教裔技术实施的效益

在教育技术实践中，同等资众设施等投入的情况下，却可能获得不同的敷育

教学效果。这是因为这些投入焱转化为效益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同因素泌影噙，这

主要表现茺：

(1)投入瓷金浚整戆秘焉率

教育技术实践中，所有熬投入只有使朋才有可能产生教育效盏，教霄技术设

备长期闲置不用，其结果必然魁前期投入的浪费，是效益的低下。因此，利用率

是直接影响教育技术实施效菔的阑索。在评估教育技术实施效益时，需把投入后

的利用率作为一项指标，要提高效益，首先要提高投入的利用率，只有用了才有

用好的可能。

(2)投入资金设施的利用状况

教弯技术硬舞和软{牛豹善l震攀这一蘸提褥到保障嚣，其列爝状况意就怒教寅

技本设蓬与教学结合戆演凝粥成了效蓑豹关键。廷有数娄器窝学生缀好滤潮鼹教育

技术设麓窝资源，把它露骥稳会联瓣学习嚣标结合超来，这些蓊絮鹣投入才霹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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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中发挥效益，否则，如果教学方向有偏差，则运用教育技术的最终效果也

会受到质疑，如在教师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电灌”代替“人灌”的现象。因此，

在同等投入情况下要提高教育技术实施的效益，“用”是前提，“用好”是关键。

在教育技术实践中，利用好教育技术设施和资源涉及到许多相关因素，这包括管

理者的观念、教师的素养、师资培训的状况、评价体系的状况等。

(3)教学设计的状况

教学设计是教育技术实践中的“潜件”之一，是和教师结合在一起的。在考

察教育技术实施效益(第二层次效益)时，我们暂不把教学设计等教师的劳动投

入列为教育技术实施的总投入(因为这些投入在现实的教育中并没有形成相应的

货币价值，即这种劳动投入没能用薪水等货币形式体现出来)，而把它作为教学

投入转化为教学效益的影响因素。事实上，教学设计是“用好”教育技术设施和

资源的重要环节，这里单独提出进行考察是因为它同时又是教育技术实施中的相

对独立的环节。

教学设计是一个系统过程，它需要对学习者的特征、学习需要、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等进行分析，建立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案。包括教学媒体的选择、教学策

略的设计等，然后试行教学方案、评价试行结果、修改方案，最终解决教学阿题。

教学设计也是一个优化的过程，科学的教学设计本身会减少教学的盲目性，提高

教学效果，对于教育技术投入的资金设施也会给出最优化的使用方案，这样就会

提高教育技术实施的效益。

5．1．2．2同等产出情况下教育技术实施的效益

在同等产出情况下，也就是教育技术实践在获得同等教学效果的情况下，因

实施的过程状况不同其第二层次的效益也会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在同等产出的情

况下教育技术的投入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在：

(1)投入成本控制的状况

根据最优化原理，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最优要求教学效果的最优同时投入力

求最少。在同等产出(教学效果)的情况下，控制成本，减少投入，是提高教育

技术实施效益的毖然选择。在教育领域中，教育技术装备是投入十分巨大的部分，

用多媒体教室、校园网、视听设备等来装备一所学校都需要十万甚至数百万资金，

同时，这些设备在功能、质量、价格、易用性、兼容性、连续性、后期服务等方

面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为投入成本规划与核算制造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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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同等教育功效情况下教育技术实施的整体效益变得千差万别，当然这也为控制

投入成本提供了可能。

投入成本控制是教育技术实践过程中理性决策的一部分，是教育技术实施的

领导者与设备技术服务市场之间的博弈过程，这涉及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导

向、社会的评价机制与趋势、教育技术实践决策者的效益意识及对教育技术的理

解和设备技术的把握、教育技术装备市场的发育等。

(2)投入成本共担的状况

在保证获得同等教育技术功效的情况下，寻求投入成本的分担是降低整体投

入以求获得更大效益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现代教育技术实践发展的一个新理

念。投入成本共担是指教育技术实践的众多个体共同承担某一部分的教育技术投

入，在不影响教育效果的情况下获得更大的效益。这主要包括硬件投入和软件投

入两个方面，而软件部分表现更为突出。

教育技术硬件设施的天然固定性和所属性并不适合投入共担，但教育技术实

践过程中仍能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创新，如校园网的共筹共建、城域网的创建等

都能使合作的学校共同承担一部分建网投入，这要比学校独自建网的投入会减少

一些。教育技术软件资源具有天然的可共享性，这样各个教育技术实践单位就可

通过充分共享来共担软件成本，如cAI课件、网络课程等教学资源可以共同开发

和共享，而不必所有资源都独自开发，从而避免造成重复投入和效益低下。

5．2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评价

如前所述，效益概念B主要指效率、成效的高低，是产出(效果、功效)与

投入之比。这一比较应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同一效益主体内部产出与投入之比，

如某一生产企业的经济效益是其产出与投入之比，和利润直接相关；二是不同效

益主体之间产出与投入的横向比较，如两企业间的生产经营情况的比较，同样投

入情况下产出高的企业效益就好。相应地，对教育技术效益的评价也可分为两种

情况，即绝对性评价和相对性评价。

5．2．1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绝对性评价

绝对性评价是指对教育技术实践中具体部分的自身效益评价，是效益主体内

部的自我评价。

在第三章分析中我们发现，教育技术效益本身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因此，我

们进行第一种情况的比较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几乎不可能的。例如，我们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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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实践中花费5000元买了一窃多媒体电脑进行教学，其教育的产出很难计算

出是几予元，确切域说无法再逶道具体的金钱数额表示出寒，面把产出缎化成教

学质爨提高等效采攒标帮又和资金投入没有霹}E性，在这种游况下，我们不妨通

过量规工具进行绝对性评价。

慧规是一种结构化鲢定量谱价标准。它往谯是扶与评价鼹标楣关躺多个方匿

详续筑定译级指椽，其有搡{睾浚好、准确往藏的特点”。鬻爨规对教育技术实践

的效菔进行绝对性评价关键是设计出一个好的最规，这就爱求根据效益形成的相

关因豢设计结构分擞，根据各因豢的影响力确定各结构分餐的权重，再用具体的

雍述添畜清楚圭|萋谖溺量巍孛酶每一帮分。援黧，对教育技零实黢效益豹篱零评徐

量规可如表5-1所豕，总分为85-100分效益为“优”，70-85分效益为“良”，

50一70分效益为“中”，50分以下效益为“差”。

表5-{毅囊援零实黢效益的麓荤译徐塞规

(单位：分)

评价项目 评分依据 优 良 中 差

投入经过?管理者、教巍技术专家、⋯线教瘁、 10 8 S 2

市场分掰静静集僖调磷，论证充分，考虑细致

投入的硬件、软件、潜件的比例合理、协调， 10 8 6 2
与已有的资源衔接关系好

投入方瘫 投入采购实行招标制，质量服务有充分保证， 10 8 6 2
资金节缝明显

投入豹资源能够充分与其他枫梅进行袋窜 5 4 3 l

投入能够攮力而行、实每求是，后续投入有保 5 4 3 1
障

投入的设薅资源剥周率建、痤瘫充分 15 12 9 3

投入的浚施资源对教与举豹支持性强、镑助大，
15 12 9 3

能明显倪谶教与学的质擞、效果

教师接受丁相关的技术培VIl，应用能力强，热
10 8 6 2产出方丽

情高

学生应麓教育接本淫藏炎滚麴效采好、耀趣蹇 10 8 6 2

投入的设施资源对教学内容的适用性强，应用 10 8 6 2
方便友好

事实上，效益谬徐茨量囊因镑对教弯技本突践夔痰容夔不嚣会毒蘼苓霹，蠡

多媒体资源开发、梭嗣网建设、教育技术与语文教学整合等，其量规的评分依据

会有麓昴。同时，评价量规需要猩使用中不断激进、充实和完善。

“闫寒冰．信息化教学评价——量规实用一其．教育科学出版杜，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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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相对性评价

相对性评价是指在教育技术实践中不同实践主体问关于效益的相互对比评

价。这种评价可以是不同组织间的评价，如两所学校开展网上教学的效益对比评

价；也可以是同一组织内部不同类型的实践之间的对比评价，如同一学校内采用

电视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的效益对比评价。

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相对性评价可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是通

过对成本和收益的综合比较，帮助决策者对诸多可供选择方案进行抉择的一种评

价决策工具。它可用于实践前期的对比决策，也可用于实践中后期的效益相对性

评价。这种办法对不同的教育技术实践主体分别进行成本测度、收益测度，然后

进行成本一收益对比分析。

本研究同时把成本一收益分析法作为提高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策略之一，事

实上，实践前期选择效益好的方案也是在诸多方案对比评价的基础上产生的。成

本一收益法的具体应用在第七章做了详细的阐述(详见第38页)，这里暂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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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耄我国蟊蘩教毒技寒实践中效益阁题麓分耩

6．1对教育技术实践中的效益问题进{亍分析的必要性

长麓醛寒，我溺教弯技本实黢中怼效盏戆|ijl惩关注不多，稳关磅究魄较少见，

而这方面反映出来的声音多数怒“效益不商，效益低下”，“太投入未有大产出，

高投资并未体现简效益”17。那么，我国教育技术实践的现实情况究竟如何，有

骨么办法可以提麓教弯技术实践豹效益?到‘辩这些溺题，我们毒必要逐纷多方瑟

盼调铤，并力求给班解决问题的办法。

6．2对我国教育技术效益状况的调查了解办法

。必尽可能准确酌把疆我国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状况，笺者通过多种渠道对效

益问蹶进行了调畿了解，这包括丽向全国的网上在线问卷调查、面向局部地区的

针对性闻卷调查、同部分相关教师进行座谈、其它相关调焱结果的借蕊等。

6．2．1面向全国盘勺网上在线闷卷调查

6．2．1+1基本情况

2004年2秀，麓者在中嚣教蠢技拳学资源两上翻{睾了“荚于教育按拳效盏豹

在线问卷调查”，嗣址为：http：1161．144．23．75／etinfo／research／index．htm，

希望通过网络的开放性和便利性能获得更广泛的调查数据。截止到2004年4月

26嚣，共毒130久参与逮卷灞凌，荬孛有效签卷112徐。

6．2．1．2调查内容

这项在线阔卷调查涉及教育技术设施及资源的建设投入情况、教育技术设备

裁掰率及往爱效莱、教育技术鼯瓷珞诩、教育技术投入豹决策、教育技零效益豹

总体评价、教育技术效益的影响因素、被调蠢者对教育技术效益的见解及对此次

调查的意见等八大类共23个问题，详细调查闻卷见附录1。

6．2．1．3调查对象

这次调查的对缘目标主要为学校教育技术工作者和少凝学科教师。为保证调

查的铃对性，笔者巍180名全嚣嚣缝鲍教育按术工作者发去了邀请参与调查蛉电

"何克抗．从Blending Learning看教育技术理论的新发展．GCCCE2003大会报告．南京．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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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邮件，这些被邀请者的地址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2003年全国“网络环境下

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设计”大会通讯录，大会的参加人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58名

中小学教育技术工作者和学校管理者；二是通过同学了解到的教育技术专业毕业

生的邮件地址，这些毕业生现在已是分布在山东、江西、天津、辽宁等多个省市

的教育技术教师。此外，笔者还在K12中小学教育资源网(http：

／／wWW．k12．com．cn．)、中国教育技术网(http：／／www．etr．COm．cn)上发出了邀

请参与调查的贴子，在中国教育技术学学科资源网(http：／／www．chinaret．com)

上制作了邀请参与调查的超级链接。这样既保证了调查对象的相对可控性又保证

了对象身份和地域的广泛性。

6．2．2面向局部地区的针对性问卷调查

6．2．2．1基本情况

2003年9月，笔者的工作单位聊城大学教育传播技术学院承担了一项旨在

调查了解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的课题，史舒人、张景生为负责人并在山东

聊城市进行了问卷调查。笔者没有参与这项调查工作，只是对后期调查的结果进

．行了了解和分析。

6．2．2．2调查内容

这次调查以中小学的多媒体教室情况为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多媒体教室的建

设情况和使用状况，此外还调查了校园网建设、微机配置、教学软件建设以及教

师培训等内容，共30个问题”。

6．2．2．3调查对象

这次调查的对象是山东聊城的八个县(市、区)。的140余所中小学，包括

学校的教师和负责人。这些学校中30所为县直属高中，70余所为初中(其中80％

为乡镇中学)，40余所为小学(其中30％县城小学、70％乡镇小学)。这些被调查

学校所在的八个县(市、区)处于山东西部，其经济发展状况比山东东部沿海地

区要差些，比中国西部地区要好些，总体上相当于全国中部平均发展水平，因而

调查对象具有相对广泛的代表性。

6．2．3同部分相关教师进行座谈

2003年11月到2004年2月，笔者同江西医学院、江西师范大学、聊城大学、

15史舒人。张景生．县城和乡镇中小学的多媒体教室的建设情况即问题分析．电化教育研究，2004，1
。指临清市、高唐县、茌平县、冠县、莘县、阳谷县、东阿县、东昌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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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附属中学、山东牟平二中的11名教师进行了座谈交流，他们其中包括

学校教育技术中心奎任、中学校长、设备处z{乍入员、学科教师等，座谈蠹骞主

要燕学校教育技拳开展倩嚣秘溆蒎寿嚣酶弱麓。

6．2．4参阅其它桐关调查结粜

本蕊究黠我嚣较蠢技本实戥瑗坟熬了瓣逐参阕了2003年黻寒在专照列豁上

公布的相关调查报告，这主要包括：《中西部教育信息化现状及未来需求调查报

告》、《辽宁省教育信息化建设分析报告》、《找国教育信息化现状及趋势分析》、

《爨娥省农村中学诗算撬阏终臻怠蛄瑗匿调疆报告》等。

6．3对我国教育技术效益状况的相关调查分析

教育技术实践的效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闯题，它牵涉剿设备技术、烀资、教

学；管理、观念、体制、评价、市场等教育肉辨的方方瑟瑟，教育技术寨我的现

状与内隐其中的嫩菔问题之间也是错综复杂的网状关系。效益问题的每一方面都

可能与教育技术实践中的多种因索楣联系，殿之亦然。陵此，力了便于分析，我

秘在蕊俸慧路上凝效益鹣闯题沟切入轰来分橱教育技术瀚现获并迸一疹对效益

4问题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将分别从投入和收益两方面入手分别进行研究。

6。3。{教毒技术实践投入方舔的褒状与效益淘题

6．3．1．1教育技术实践中投入靠丽的时代特点和效益优势

缴育技术实践效益的在线问滤调查(以下简称“在线调查”)中关于投入的

诿粪驻示，嚣蘸学校在教寄技零投资中，投入薰熹窝显黛审在较嚣嚣、多媒簿教

室和微机机房上(如图6-1)。遮主要缘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政策导向的因素，

自从激育部召开了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以及下发了《关于在中小学

实藏“狡搜逶”王疆戆逶翔》瑟，各圭|鎏各级玻惑彝教弯霉玻都门邀程缝裁定了教

育信息化的发展规划、措施和相藩政策，例如把教育信息化的硬件建设{乍为规范

化学校达标的基本条件，不能用计算机讲课的课程没有资格评选优质课掷等，从

瑟鼹．逡了教育信感纯戆快速发麓，进瑟使备教弯单位把资众主要投自戥棱鑫网、

多媒体教室和机房为代表酌教育信息纯装备上；二是传统电教媒体如幻灯投影、

校园电视系统、摄录编系统等不再受到以往那样的重视，融拥有或没有这些设备

翦学校一般均不必此投入大量资金，疑时出予挠出效应，露限豹资金不褥会投入

至n遮氆装备上；三怒如今教育信息纯的设施仍j#常昂贵，一般商于传统嘏教设备，



教骞技末实鹱弱效豢掰究

因而墩表现为调查所显承的投入资金韵高度集中。

灏向局部地区的多媒体教室建设问卷调焱(以下简称“多媒体教室调查”)

也照涿，多媒体教室的投入建设也很火热(见液6一1)，表现为约3／4的县级高

中懑经建成或正要建残多焱蒋教室、乡镇中学约半数左右已建域燕建、小学也有

l／3建设了多媒俸教室。调查邀了解到建设投入豹热情来自予戳下几个方瑟：一

是“信息技术课”被列为中小学必修课以后出于教学的需要；二怒希望通过信息

化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撮高教学质量，推动教学改革；三是考虑剿学校的声誉和

教师的切身利益，如优艇课的评选和教师职称的评定等。

羧攥嚣矮谖查可以豢爨，蘩塞建建凌投入熬褰痉集中残必嚣藏攀授教弯鼓拳

实践巾投入方蔼静时代特征。大量资金的投入键迸了教育信惠纯的快速发震，提

供了信息化教育的平台，也将带动相关资源的开发和教学改革的摊进，从而表现

出我阑教育大面积信息化的规模效益优势。

圈8-1教育技术设施及资源的建设投入情况

表6-1多媒体教寂建设情况
(单位：％)

l 是 蠢 正在建 诗翔建

市县级赢中 65 20 10 5

多镇初中 39．4 42．6 10 13．1

小学 33．3 55．6 5．6 5．6

8．3．{．2教毒技术实跤巾授入方嚣秘效蘸}嗣鼹之一：投入控剃缺陷

猩教育技术懿投入憝翻教育信惠纯建设豹宏大场景下，效益阏题隐藏其中，

其一袭现为投入控制的缺陷，这主要包括投入的论证和采购的招标两个环节。

猩线调查中关于“教育技术软硬件投入烧脊组织过专家论程”问题，只有约

t／3被调查者回答“是”，另各有约t／3的人嬲答“否”和“不滑楚”(见图6_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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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教育技术实践最初的投入环节上还没有形成理性的论证制度，这也

是夔投入赛嚣、浪费罗霆瓣摄因之一。良建设援灏穗为爨，鸯黟学校在建设定霞

的河题上不够明确，“建网的目的魁什么、建什么样的校园稠”不甚清楚，定位的

模糊使得投入上容易服风，贪大求洋求新，有的中小学校园网络建设中机械套用

大学校鞠网模式，驳懿审小学教育数学发展实瑟，结果造或设餐匏缀多功戆糕臻

不起来，髓之丽来钓怒设各贬值，经费浪费，效菔不高。

在线调查中关于“教育技术软硬件投入是否采用招标采购”问题，约2／a的

被调查卷圈答“是”，绞1／4的被镳查者回答“焱”，其余的嬲答“不清楚”(觅

圈6—3)。可觅，稻椽B成为设备浆购瀚主要方斌，但仍有不少静学校并没肖进

行招标采购。如今．我国的市场经济已逐步完善，合理的竞争也促进了社会的良

性发展与进步。一些学校并没有引入招标采购制度，两教育技零实践的投入资金

一般爻怒十分巨大静，这样藏容荔造成投入资金豹无簧溃费，蔟至造成暗籍操孛#

滋生腐败以至影响到投入设备与技术的质量，最终造成教育技术实践整体效靛的

低下。

匡]巴刮
陋]
|_否 |
I口不清楚f
I．．．．．．．．．．．．．_J

盈争2：美子援天是秀经过专家蹙迁鳇璃鲞 凿§_3；关于竣警爨器避抒撂梅|采魏戆淫奎

6．3．1．3教育技术实践中投入方面的效益问题老二；投入失衡

投入炎餐拯教育接寒实践中微鼹上投入的不协谡窝宏鼹上投入敢建送蓑距。

徽观上的不协调又表糯为横向授入的不协调和缴斑投入豹不遣续。

在线调查中关于“教育技术设施及资源的建设投入情况”的调查显示，投

入资金最少豹项耳依次是师资培训、摄录编系统、姿源软件秘棱霾有线电视系统。

在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溉务泰场西蕴成熟的情况下。不少学校在投入上不辫把摄

录编系统和校园有线电视系统作为煎点有其合理性。而师资培训和资源软件的投

入处于谷底则带来了缀大的问题。尽管这些软投入霞需求资金相对偏少两擞调查

上不荔体现出投资力发，餐瑰实投浚鹣袄况与溺森结果基本上徭戳稳互印{嚣。投

资上长期“重硬轻软”使得“许多校园网上有网焉车、有车没肖货。更缺少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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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这样作为“车”的硬件和作为“货、驾驶员”的软件、潜件处于失衡状态，

那么硬件也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效益自然不高。

在线调查中关于“软硬件资源设备的后续升级扩展及相互衔接整合效果”的

调查显示，认为效果“好”或“较好”的不足I／3，有约l／3的被调查者认为“一

般”，超过i／3的被调查者认为效果“较差”或“很差”(见图6—4)。可见，设

备资源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连续性和衔接性并不理想，从而造成很多的设备前后代

之间兼容性差、软件资源共享性差，进而出现前期或后期投入的浪费。有些学校

在教育技术投资上只求一时突飞猛进，在基础设施建成后缺乏连续的相配套的管

理、维护和使用资金，而出现被戏称作“买得起打印机却买不起打印纸”的现象，

为实现投资效益埋下了隐患。

教育技术实践中宏观上投入的地区差距因我国各地经济基础的不平衡而变

得十分突出。多媒体教室建设调查也显示，一些学校没有建多媒体教室的主要原

因是缺乏资金(见表6—2)，这些连微机也买不起的学校均处于比较贫困的乡镇。

这种现象在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普遍，一方面条件好的城镇中小学已连上国

际互联网，而另一方面在不少农村中小学社会力量捐资建成的微机室却因交不起

电费而闲置。在经济条件差异和资本天然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的背景下，我国东

西地区间教育上的数字鸿沟有拉大的趋势。教育作为公益性事业有追求公平的责

任，而教育技术实践中投入的地区间巨大不平衡将使得教育技术整体的社会效益

大打折扣。

3

4％ 8％

1％

35％

图6—4软硬件资源设备的后续升级扩展及相互衔接整合效果

表6-2还没有建多媒体教室的原因
(单位：％)

缺乏资金 领导不重视 作用不大 说不清

市县级高中 25．0 75．O

乡镇初中 61．7 19．1 4．3 14．9

小学 5&0 16．7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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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教育技术实践收益方面的现状与效益问题

8．3．2．1教育技术爽践中段益旁鬻麓效益弱糕之一：篌蘧攀低

在绒调查中关予“多媒体教燮、语言实验嫩、微机机房镣周使用时间占周课

时数比例”的调查摄示，三者每周的使用时阅比例并不高，相应的使用零也不

高(魏闺6-s)。绫计嚣显示，约3／4翡援谣粪者掰在学授豹多媒露教塞每瘸使

用时间只占课时数的一半或不到一半，只有约1／4的学校参媒体教室缎常使用

(即每闶使用时间占周课时数的比例达到或超过2／3)j语宙实验室的使用率更

低，遥～半载棱诵蠢器谈舞学狡戆语言实验室每瘸链霆薅阉不是蘧谖瓣数瓣1／3，

这和谮畜实验室楣对偏窄的使用范围有一定关系；相比之下，微机机房的使用率

相对较高，经常使用微机机房的学校己接近半数。这和中小学相继开设信息技术

课及爨按薯遍舞设诗舞提文托涤蠢关。毽鼓惑抟寒器，教鸯技拳设夔熬侵惩搴爨

然不商，对“互联嗣使用情况的调查”也显示出同样的问题(如图6-6)，在93

所已按入互联网的举校中，真正普遍使用网络的学校不足1／3，而在这些学校中，

互联燃察现戆功效最多懿是网上纛特窝办公警毽，属于授谍、冬漂、答疑交流帮

相对较少。

多媒体教室调遣也显示，多媒体教室的实际使用率不高(如表6-6)，稚已建

多媒体教室的学校璋l，一半以上旗至6096以上的中，l、学基本没有使用或较少使鼹

多媒体教室。调查述避一步了解列，那些经常频繁使增多媒体教室从事教举的中

小学多为各级重点举校、实验学校戚教育信息化试点学校，这些学校正柱积极进

行多媒体优化组合课堂教学模式的搽讨，有的逐参与信息技术与谍程整合的实验

研究。餐是，太多激学校多媒体教室常处于闲黧或半阉嚣状态，造残授瓷浪费，

60

50

40

人数30
20

10

O

匿6-5 每周使用时淘约蠢周镖时数}E俐

慝网
1口语亩实验室I
l!黧鲨查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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蘸 髓‘*i翻％身锄
搠 黝．黝．獭。渤

匿和8 梭蟊霹麓使糟德糯

表6-3多媒体教室使用攀

￡孳燕：辩

基本不用 较少用 经常用 十分繁忙

县市级高中 5．9 55．9 38．2

乡镶视中 14．6 47．O 34。l 4．3

小学 11．2 44．4 44．4

6．3．2．2教育技术察践中收益方獗的效益问慰乏二；使用效暴不理想

程线谬壹孛关予“狡霾霹、梭强套线邀筏系统、摄录缡蓉绫、幻嚣授彩、多

媒体教廉、语言实骏嶷、微机机房、教学软件资源、教育技术与课程整合的使用

或应用效果”的调搬显示，教育技术设施和资源的使用应用效果不理想(如图

6-7秘袭6-4)，其中狳“羧壤撬爨”一矮癸，箕余各璜只鸯缝1／3或不戮1／3瓣

被调焱者认为使用效果“很好”溅“较好”，认为“微机机房”使用效果“很好”

或“较好”的人数达到半数，而被认为“较差”豉“很差”的选项集中程“教学

款箨资源”窝“教黉技拳与课程熬会”上。扶憨体上看，对器璎健震应瘸效采鳇

调查缩果似乎表现为“正态分布”，健这种选答集中于“一般”的“中瓣大、两

头小”的正态分布袭象是不理想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非“正常状态”的，因

目很好

■较好

口一般

銎较差

一程麓

口无该设施

一一-‘●-_-。 -I_ ---●

矧三：聋薰
●

蕊l 拜叠 删_
●●●

闺{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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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趣论上能够实现良好功效和效果的教育技术在实践中不能仅停留在“一般”

甚至“较差”上，纛斑该§l荣寒嶷好魏教弯效袋。多媒俸教塞谖查中关予“多媒

体教室用途”的闻卷缩果显示，高中、初中和小学多媒体教黧的用途有～寇差别

(如袭6—5)。县市擞高中教师中回答用于观摩课、示范课的谢66．7％，回答用于

痿患技术溧戆鸯33，3甍，匿答用予舞会、放录像纳袁16，强，嚣圈答鼹予务瓣教

学豹必肖16．7％；对于乡镇中学釉小学来说，．阐答用于观渗课示范课的分别为

47．5％和22．296，回替用于各科教学的要多些，分别为50％和66．7％。同时调查还

了孵到，多媒体教室在学科教学中的形式积雩#瘸主要是：攫放录像带、光盘等辕

韵教学的内容；通过运行课辞，测爝动两、文字、图片等形式在大孱幕上鼹现课

程中某魑章节的内辫；播放电子索材，如播放裔乐美术课的作品、呈现物理化学

的某些抽象现象等。无论哪种形式，对大多数课程来说，仅个别章节使用多媒体

教室讲谦，翻矮多媒俸教室完成熬个谋程教学豹情况还没露遥弼。获总体上看，

多媒体教室的功效还远没有发挥出来。

袭6—4使用效果调囊

(单位：人)

很婷 较好 一般 较差 缀差 无谈设施

校麟网 10 27 34 36 3 2 ，

校鞘有缝电视系统 7 14 32 28 9 22

摄最编系统 6 17 20 36 11 22

幻灯投影 12 28 35 25 15 3

●

多媒体教室 12 30 31 35 4 O

语言实验室 3 27 47 12 1l 12

微机机房 15 43 45 S 4 0

教学软件资源 8 22 36 43 3

教誊技术与漂程整禽 6 20 41 39 6

表6-5多媒体教室的用途(可选多项)

(单槛：％)

娶求直高中 乡镇初中 小学

开会、放录像 16．7 30．0 22．2

观摩漾、示范课 66．? 47．5 22．2

信惑技术课 33．3 40 44．4

各学科教学 16，7 50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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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教育技术实践中关子效益的总体评价及影响因素的调逛与分析

在线调查中关于“教育技朱效赫的总体评价”的调查显示，被调焱者对“学

校投资教育技沭所获得浚益”和“你校实施教育技术的效益”的评价基本一致，

这反浚了两令镶查弱遂内在鹣一致性(鲡表6-6)。两瑗结会起来看，在112氇

考彀被调凌者书，扶失效益(收益)“较低”期“缀低”豹人数明疆多予谈巍“缀

舞”着Ⅱ“较高”的人数，可以看出，人{f】对教育技求实践的效益在总体上并不感

到满意，这也能够从前一部分的调焱(包括教商技术设施及资源的建设投入情况、

教育技术设备利用率使用效果、教育技术投入决镣的调查)中整体上反映出来。

教育技术实践总体效益不高的原因避很复杂的。教育技沭实践中投入方面的

失衡帮控涮缺陷、产宙方箍酶使溺攀低和瘦瑙教采不理惩是散益不高的赢接表象

残甓显嚣素，袭其鹜后述鸯缀多深矮熬影响戮素，我键餐量麸“物”辩“入”嚣

方瑟寒分橱，穗事安上，“物”的爨素袁本质上述是出“人”麴嬲素决定憨。

8。3．3．1效益翡影瀚嚣素之一：“耘”静因素

教弯技术实践中“物化”形态技术熬实践是主要熬帮分，这又可分灸磺l睾蕃耩

软件鼯部分。因此，物的因素也表现为硬件耪软传两方面的因索。

教育技术实践需夏相应的设备作基础，磺件方丽的因索主要袭现为投入的不

足和不当。投入的不足直接的原因就是经费的不足，教育技术建设，尤其是近年

来实施的教育待息俄战略、校校通_工程，都需要大量的财力投入，资金支持是最

矗接静淘疆。痴予资金不至#位、断流丽造成的设备投入不连续、闲置、利溺率不

裹是效薤低下瓣一个琢爨。在线调囊孛“影响教鸯技本效益充分发挥熬毽豢”显

示有50人认必“学校在教育技本上投入少，设懋难以满足使熙”(如图6-8)。

资金缺乏在我鼠近一个时期将长期存在，这是一个共性的因索，并不是一个根本

的原因。投入的不当主要表现为投入的设备技术并不完企适禽当前教学的需要和

教育发展的要求。如有的学校投入的硬件因社会存屋小而缺少相妲软件的开发支

持；有的学校兴建的校圄两过予超前，使得很多功能幂H掰不起来而造成设备的炙

谓跫僚霹浪费；一些教育技术产品嚣发§藏务裔在磷发产品过程孛缺少教育技术专

袭6_8关于教育技术效益的总体评价
《单位：人)

很高 较高 ～般 较低 很低 很难说

学校投资教育技术所获得收益 6 26 30 40 6 4

你校实施教育技术的效益 6 24 30 4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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窳或一线教师的支持，使得产品成相关服务不能很好适应教育教学等等。投入方

鼹楚不姿在援零上还是鑫予“久”酶医素造残戆。

软件方面的因素也表现为软件投入的不足和软件本身的不适，而后者袭现更

麓突密。霪“硬”轻“软”在羲黧教弯鼓零实践中长期存在，其浚戏煞结莱藏是

软件投入的不足而最终使得硬件功能的发挥受到软件的限制。在线调查中近一半

魏被谲鸯者试为“学校在教育技拳授入上辍硬释举协调，配套综合弱焉率低”(茹

豳6-8)．一位被调查者认为“影响提高效益的藏要原因也一是岛现行教材配套

的教学、学习资源类软伟太少(尽管锹这方面的公司不少)。倒如试题库、课锌

索材等”(见附录2)．软件的不邋则很难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效益不高。中小

学多媒体教室谲旋关于“影响利媚多媒体教室讲谦的原因”显示，高中、初中、

小学种备有46。2％、28．2％、12．5％的被调蠢者认为“制作的课件质量差水平低”，

鹅分别有15．4％和32．1％的高、初中被调凌者认为“受课件限制，缺乏灵活往”，

从两影响了多媒体教室的授课。软{牛的不适来曩于软件开发企业和教师两个方

灏，作为教师，加强培训提高自身制作和应用软件资源的能力是十分必袋的。

学校教师避注重升学率．认为教育技术对提嵩升学率效果芥
大

学檀j耄麓教育技术静宣传教豢，两忽视或棒疑其宴际蕺聚

学校蛙熊教育技术的一次性投入。碗忽视后续投入和可持续
轰曩

学校没有肘教育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出台激励政策或政策散力
不够

教师不愿主动使用教育拄术

教Ii话救育技术承平低．培谰不够

擘搜在簸蠢技术挝入上软硬搏誉磐淫，配襄练台秘露睾摄

学校在教育技术上投入少，设施滩以满足使甩

攀校管理者的教益观不强

圆 有散调壹^觳

圈6-8 影响教育技术效益究分发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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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2效益的影响因素之二：“人”的因素

教努技零实践楚人参与其审懿实黢，犬戆戮素娥终是繁一袋夔“嚣一餐凌

质因素鳃有通过入昀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坞因此，双有首先充分发挥人

的因素，才能继而发挥教育技术实践中物的因索，最终实现效蘸。这涉及到和“人”

据关的爨念、管理、努资等因素。

①j既念的因素。躐念是思想的集合，观念播导一切，入的观念的偏差会通过

各种途径最终影响到效益的实现。农线调查显豕(如图6．8)，超过半数的被调查

者认必“学校管理袭熊效益鼹不强”，其魄倒程器顼因素中列第二位；46使被诞

查者认为“学校注黧教育技术的宣传效果，而忽视或怀疑其实际效果气42位被

调查者认为“学校教师更注重升举率，认为教育技术对提高升学率效果不太”；

38位被调查者认为“教师不愿主动使用教育技术”。一位被诞森者认为“庶该说

教育授拳在教畜串的锋踊是无可如钕酶，担部分擘校酶领争穰拳不重视教育技术

在学校教育的地位．癸不没钱，要不根本不想犒(见附录2)”。领导和教师在观

念上的闯艇反映在行动上就是不熬视教育技术政不关心不遗浓教育技术实践的

效益。

②笛理的因素。猩线调查显示，近2／3的被调查者认为“学校没有对缴育技

术的开发和使用出台激励政策或政策效力不够”，列各项因素之首(如图6-8)。

这事实上是学校在蛰褒上密了游瑟。黧采鬣念瓣索是天夔毽繁稳灵魂，那么管理

因素则煅人的因素的基础。管理怒人的管理，它无处不在，教育技术实践巾前期

的投入、中期的应用、后期的评估都需要有效的管理制约，必败的管理则鼯致了

教育按零实黢孛入发挥不爨积极数耱翻造性，携氇褥苓至I露效缝充分遮藏怒。

③师资的因素。教师是教育技术实践的主体，教师的素威自然直接影响到教

育技术的效果和效藏。在线调查照示，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教师教育技术

农平低，壤谰不够”(妻l圈6-8)。孛，l、学多媒体教室谖查也照示，裹孛、翘巾、

夺学分剐有23．1％、25％和62。5％的被调查者认为“教师不能熟练掌握多媒体教室

的设备”(如表6—7)。在线调查中一位被调查者认为“我觉得时于教育技术效益，

对于我校主要是软纷上不去l教蜂砖课锌做得懿较差，转剐楚老教炜，真姆就是

讲稿的‘克隆版’．师资培训不够i我想大部分学校都存在这样的浔题{”(见附

录2)。可以看出，教师教育技术水平的限制成为效益实现的一大障碍。在线调

查“关予教育技术鄹资培训”的阏卷显示，目藤学校“舞展瑗代教育技术壤训懿

”毛泽求．论十大关系．壤泽东文集，第七姑．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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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并不理想(如图6．9)，因此，开展且真正有效地开展教育技术师资培训

是当务之急。

图6-9 开展现代教育技术墙训的效果

表60彩旗秘薅多媒露教室溪漂戆嚣困
(单位：％)

县市感高中 乡镇初中 小学

受谦件限制，缺乏灵瓣性 15，4 32+l

缺乏薄生交藏 7．7 25。O 12．§

失妊教师形体语言及澎象生动的描述 7．7 39．3 37．5

教师的曝堂授课艺术褥不刭充分发挥 7．1 12．5

翻佟孵薅箨蓑量差承警低 46．2 28．2 12．5

教师不能熟练掌握多媒体教室的设备 23．1 25 62．5

说誉潢 7．?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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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提高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的策略研究

7。{徽观屡面：推纷戏本一收益分耩母

成本一收益分析是指通过对成本帮收靛的综合比较，帮勃决策者对诸多可供

选择方案进行抉择的一种工具。进行这种分析必须对各种方案所涉及到的所有成

本和收益加以比较，即必须具有广阔的视野和长远眼光。成本一收益分析可用于

其效聚只能用各特定领域自安的某些特定概念来表达魄计她，教蠢领域靛许多诗

麓方案霹藩藐类。教蠢技零实黢孬为教努籁城懿一帮分龟毒}运掰藏零一浚薤努辑，

道过这种分析工具可巍实践前进行方案选择，也可在实践中实现效益评价。

7．1．1成本测度

教育方案的成本攒的是实旋这一计划社会所支付或放弃的资源的价值。一种

穷察瑟要渗及诲多垒产簧素，这些要素熬凝会徐筐裁梅藏了窀鹣蕊成本。我餐胃

潋运用的“成分研究法”来避行成本测发，魂就是将某项教育技术计划得以实施

的所有成本要素一一开列出来，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将这些要素的特质加以描述，

以便更准确的估计他的成本。采用这种办法，通常包括三个步骤；成分鉴定、要

素成本售算、成本分褥。”

7。1．1。1成分鉴定

酋先应精确地确定实施一项教育技术计划需要那些要索，需要多少。例如，

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实施教育技术所需的要豢；师资、教育技术

设备(硬件)、相应的软件、校舍等基础投入、运行维护的投入、学生的投入等

等。鸯了准确建瓣残本骚索透露鉴定，必绥瓣教寅援本实黢谤麓涉及蘩戆资滚送

行详尽两不是片面、系统丽不是零散的调焱。这类信息资料的生簧来源是有关郝

门的报告、教育管理人爨和决策者对类似计划项目的考察以及对参与过或正在参

与遮类项目的人员的访问。对这三条渠道所获得的信息资料簧谶行比较分析并加

以调整，以便使要索黢定更准确。

7．1．1．2要素或本铬篱

在确定了各项成本聚索后，下一步就是估计各项要素的成本价格，进而估算

。本节“成率．收益分析方法”移照了‘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中的“成本-效黼分析法'并作了改进-
∞糖挺墨。彗晓糸．西方教育娥济学研究，托京师范大学出龌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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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的总成本。在避一过程中，成当假定所有要索都花费成本。如师资的成本

苓仅毯旗荬王瓷、还缎毽括在这～诗巅孛教蘩必熟练运震该教蹇接拳纛嚣稳费戆

培训的赞用。尽管成本要素很多，但就其投入性质来说，基本上可分为两冀，即

经常性投资和非经常性投资。经常性投资可使用市场价格，对于非经常性投资，

如能够鬻年使曩戆授会藏部分教蠢技术设备等，褥甄校据使越冬限褥出每冬平途

分摊的“年均成本”。 ，

在浆些情况下，决策人面临的是需多年进行投资的教育技术实践计划，为实

施这一计划，人们挺激7羯限不阏的方案。倒鳃，方案A嚣聚在聂年蠢逐零投资

A；、矗2、|^3、A。、丸数秘的费用；方察B需要在来来三年内逐帮投资Bt、&、B。数

目的费用：而方案C需在未来两年内分别投入c，和G数目的费用。出现这种情

况，决策者必须根摆市场利率分别将各个方案的总成本折算成现僮，然后加以比

较。

7．1．’．3成本分析

～遐每一耱要豢瓣徐辏{鑫算爨来，箨么一矮教赛接拳诗麓匏慧残本趣藏容曩

出来了。下一步就簧袋用适当的决策结构模型对成本进行分析。成本汇总和分析

必须解决两个极其熏鼹的问题，一是找出反映成本的适当单饿，二是确定谶支付

成本。

藏本豹适当单位不能孤立决定，它取决予如何测度i{殳虢{2点及教育决策的性

质。一般说来，教育收益使用每个学生所获得的成绩或某些其它人均学生度最单

位来测定靛，在这种情提下，必然将教育技术计划蛇总成本转换成每一个学生酶

成本，绫便对各释掰戳稷互替代方案豹成本一波麓进行沈较。簸是说，成本一寝益

比率通常是建立在每个学生的平均效果和成本比较的基础上。如果教育技术计划

涉及的怒追加成本、边际成本与追加收益、边隧收益之间的关系，那么，谯这羊申

壤嚣下，诗量残搴掰傻焉熬适当攀经将是久霹港艇寝量萃谴。

7．1．2收益测度

7。{．2。{毅益测袭戆诗量标灌

收菔测度比成本测度要困难得多。成本测发的标准，主骚是以金钱作计量单

位，但收益的测度标准，却是多种多样的。教肖领域的收益，太多不能直接用金

钱终诗爨萃整，秀必缝震特定瓣浚薤标准寒溪l发。

7．1．2．2测度收益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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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窳激育技术计划的目标

测发一令教育援零诗楚戆浚藏，薹先必缓确定该诗戴瓣瑟这裂豹嚣搽，只毒

人们对目标取得了一致认识，才商可能确定测皮收益的单位。这是因为测度收益

所用单位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因汁划确定目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目标是

教室悫爨示视频，郡宅麓收益据漆魏是展示效袋瓣翔生灌意嶷、设备易鼹发及提

关设备的配套度；强标是提高学擞的斫说能力，．其收益标准便是学生听力、口头

表达熊力的考试成绩。因此，要估算教育技术计划的收益，前要的工作就是确定

和认鼹浚诗燃的基搽，蒡将它转化戒能度量的撵标体系。然1l莛，确定教肖搜零计

麓的秘标并不是一体轻丽易举的工作，因为许多教育技术计划的目标不怒革一的

而是多重的。因此，必须将多重效果变成一种可以对各种替代方案总体收藏进行

比较熬擎一指数或绞一效力指标。具体做法，缎经是借用经济学中的“效照”概

念，娶求有关专家学者按每一瑷分疆标豹效耀大小分成等缀，翔断这些效惩魄重

乘以学生在每个分目标所获得的平均分数，以此来调整收螽指标。经效用比重调

整后的成绩总和，便成为比较各个方案成效的统一指标。

(2)找出测度目标的置具

确定了教育技术实践计划的目标后，接着便应建立或选择测度这个目标的工

具。凌予大多数教努技零计划黪爨终基标是提慈学生学ik成绩，蠢测度学攮成绩

的主黉工具是学啦成绩考试，因此，考试成绩能否确切酌反映学习成效，便成了

问题的焦点。这个问题又牵涉到考试的效度和信度。教育决策者或管理人髓对此

应予以考虑，以便对收益资料做出较为符合实际的判断和抉择。

帮分教育技术计划麓嚣标，W髓我不至g遭潞的测度工其。出瑷这种馈况对，

决策糟必须鉴别受计划影响的有笑人员，请他们对各方案的效果效用进行评估。

具体做法，可以是间卷调查，也W以是详细面谈，目的是发现有关人士对效果的

穰磐疆度。这静评铸方法豹藉确旋霹髓较低，葵结栗也不髓搬弱舅一条静下，毽

为了比较各种教育方案的收益，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

对一个教育技术计划收益的测度，还应确慰谁是受益者，并估算他们铸自收

益熬程疫，因为这黧傣惑资辩邀麓嶷接影稳决策者辩各静方寨夔蔽益避簿≥0较著

做出抉择的依据之一。

7。1．3成本一收益分梗及其应用

浏定成本和收益后便可进行成本一收益分孛厅了。褥每～种可供选撵方案酶成

本与收菔两方面的信息资料结合起来，加以比较，就会为决策者在资源脊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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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选择最饿方案提供裔价值的信息。从理论上讲，可以有三种方法反映教育技术

计划熬成本与收益之瓣戆关系。

第一，将收益减去成本，得出“纯收益”指标．但这种方法只适罐于收簸和

成本都能用货币单位计蹙的计划

第二，将收益除隧成本，褥出镣一单位成本的收蘸魄率

第三，将成本除戳}|芟益，得出每一单往收盏静成本眈率

从实践上看，采用第三种方法对教育决策者鼹方便、更适用。在收益相同的

条彳牛下，成本最低浆方寨无疑将优先褥到考虑。如表7-i所承。

表7-I 兰种W供选择方案的假设结果

A B C

每个学生戆牧效 15肇使 25孽谴 20萃整

每个学生的成本 300元 625元 360元

成本／收益比率 20咒 25元 18元

人{f3零难看出，热采不考虑戏本只考虑牧蕊，凌策者肯定会篦方案B敦至l饶

先地位，因为它的收效魄另外两种选择方案都好；如果仅考虑成本而不考虑收益，

决策者将会选择方案A，因为它的成本最低；但怒如果将成本国收益结合起来加

以考虑，刚方案C最蠢暖弓}力，因必它鲍成本一收簸毙率毖另钋嚣秘方案都{蕊，

邵在收j遗捆嗣的条件下，它静成本歼支最少。

决策赣在对一项教育技术计划进行成本一收擞分析时，应獭先做成本测度，

抛弃那些现有资源无法受担的方案，只对可行豹方案做成本一收益分柝并傲嫩最

终抉择。餐是这样骰誊时也会密褒游题，因为这霄可箍错误褥将收益率禳麓鹣方

案过早的弃置而不觉察。正如前面所说，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在可能条件下戚将

各个方殛负担的成本与享受的收益龟括在内。两对一个资源不J熙而收益率缀黼的

方案，决策翥霹弑考惑会理豹诿整务方残本受撵，躐争取更多豹集资或会资投入，

或是收黼较多的单位承担更大的成本比重。如学校与通信企业熬同创办网络学院

等。这样做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有利予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

7．1．3，1成本一收益分辑应当遵循的若干原刚

制定计划必须是～种“理性”行为，也就是说，制定教育技术计划要按激育

规律和缀济规律办事，如果只凭决策卷的主观意虑形式，或是只强调效果面不讲

求或本，藏是只讲求社会致治影溺{i{；不顾及社会经济毂盏，缓本一收益分褥识就

是去了存在的价值。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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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独立的进行评估分析，这怒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富有嫩命力的保诚。就

是谨经鳃久藜不应麓定滓蘸努掇戆“禁区”瑟苓漆浮镶夫员涉足，更苓戆事怒楚

框框定调调，左右评估人员的行动。科学的评估分析，有赖予上级主管部门与计

划评估人员的密切合作，有赖于有关各方提供足够的信息资料。应当指出的是，

独立熬弹镳癸提势不簿予公舞的译旗分据，残本一收益分援豹缝果，会有强昧不

同、鬃次不同的“圭颁”。有些成鬃资料对高层次的“主颥”缀重要，两辩中间

和低层次的“主顾”并不一定重要，也不一定要袋开。然而，独立的评估分析确

实是必骚靛。

在收益率稳差不大酌情况下，不一定j#选溺收益率较离瀚鄂一个方案。某些

专家指出，收益率相藏10％一20％的方案，并不熄以说明它们之问的优劣。因为

估算的搬确性取决予信息资料的暇爨阻及估算方法和技术是磷恰至I好处，健在这

些方瑟，嚣蘸还存在一些淹题，袭入桐难羧确定宅铜之间熬缁小差爱。因魏，季亍

政管理者在对各种选择方案做出决定时还必须考虑其它因素。例如，计划推行的

难易程度、教师易于接受的程度，镪个班级在这方面有无经验游等。一个不受数

；}|；黢逮鹃诗翔，实器耄ll|行对磬然瀵翻缀大整力。藤先没寿颈籽鬟熬“蓝督袋本”

可能会很大，否则，黉么计划推行不下去，要么悫样。当然，如果收益率相藏很

大，那么决策人无疑_陂当优先考虑收益率最高的方案。假如经过检验，证明估算

莠漫蠢麓袋，纛浚羹率褰戆方案秘赛霆不爱，郡藏说秘决繁镶凑了瑾毪方嶷。

决镣者必须考虑，所采用的成本一收益研究成果是否恰好代表计划方案的规

模水平。因为，在某贱情况下，由于舰模经济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实施方案规模

夔太小搀蹇接影嚷烈裁本戆裹低。魄翔滋，当莱寰藏方寨酶怼象分裂是100令移

1000个学生时，其平均成本可能犬不相同。与北相关，还肖一个所采用的研究

成果是谮可以外推，即超出这一规模其结论是否继续适用的问题。例如，如果某

中学计算瓤瓿房建设方案中，每个学生增魏20嚣懿成本可驻多产出一个革位躲

收益，那么，如果每个学生增加200元静成本，是否可以褥幽将多产出lO个单

位收益的结论呢?答案不一定。一般说来，如果在考察的范围内研究对象的数量

变化不太大，是有可能将磷究结谂步}摧鲍；如果数颞变化较大，裁应当搜集资料

骰迸一步豹研究分橱两不应贺熬乡}推。

必须对方案中实施对象(比如学生)的特点予以考虑，因为实施同一方案，

质量和特援不固蛇学嫩，其成本一收益}E率可能差别很大；如聚忽视实施对象靛

特点两将莱一特定磷究豹结论翔娥套霜，毒可戆影确计麓方案的正确选择。铡鲤，

高等学校的经验或分析结果，往往并不完全适含于普通基础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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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教育技术计划实施前成本一收益分析泳例

教蠢技零实践孛戆行或本一牧熊分橱是卡分毖襄戆，这毽揍避程孛移j雯糕藩，

而过程前对教育技术计划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又照得尤为重要，因为这直撩决定

着后续教育技术实施中的效益优劣。我们以一个参媒体教室配溉建设的模拟案例

敲一下戏本一收益分掇。

假设一所中学改造一批传统教嶷为多媒体教激，可选择的方案有4种，归纳

为A数字电视型、B锵通投影型、C电子白板型、D传统改造魁，那么就需骚分

舅4进行成本测度、收薇测度，最盛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橱。

(1)成本溯度

如前所述，一项教育技术计划得以实施的所肖成本要素需～一开列出来，并

在可能的范围内，将这蝗要素的特质加以描述，以便更准确的估计它的成本，它

毽藉三个步骤：成分舔定、要素袋零嵇算、戒本分季厅。这需癸学校组织教育技术

专家、市场分析师等集中讨论评估。

①成分鉴定

蓄必应尽霹襞精确蟪确定实藏建造多媒钵教嶷需要嚣些黉素，需要多疹。经

过分析，这项工程计划需要从硬件、软件、潜件三方面的要素，具体包括：校舍、

多媒体桐关设备、相J照教学软件、激师成本(工资奖金等)、师资培训费用、维

护费震<包括耗毒季等缀鬻洼投入)、管理残誊、学生投入成本笛。

②要素成本估算

这～步骤就是估计各项要素的成本价格，进而估算该计划的总成本。这需要

黠4矮麓选方案分羯遴锤或毒售冀，菇弦定瘊鸯簧素都芘费袋本，蘩蔽舍题跫建

好的，举需直接投资，但也应估算出来，只是可以在最后成本分析和决策时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取舍。A型和D型因只用于小型教嶷，其教室容甓只相当于B型C

墅教室麴一半，霞越甏宠戏圈样懿教学量裁嚣蘩增燕教师豹王{睾量，秘增麴教爨

的成本<默认为小型教室全负荷邀转能满足教学鬣的需要)。

③成本分析

这～步骤在残零憾葵酶基础上两以计算爨总成本共进行分橱。出于建遗多媒

体教室怒该学校个体静单一计翔，学生数耦对予备方案是固定静，因我可以不必

考虑学舷的投入、不必把总成本转化为每学生的成本，而可根据使用年限转化成

年均成本。具体分末蓐照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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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成本分村产

A B C D

数字电撬燮 饕逶投影堑 电子鑫叛型 铸统改造型

校舍(嚣霄) 160∞ 30000 16000 16000

投影机 28000 28000

数字展台 7500 7500 75∞

电动玻珠耀(150英寸) 980 980

微机 4000 4000 4000

DVD机 700 700 700 700

中控系绕 3200 3200 32∞ 2。。0

录音卡虞 420 420 420 420

硬

功放 1700 1700

撵
，

音耱 80e 800

话筒 360 300 360

辅材 600 1000 900 500

数字鹜授奄筏(长虹70薨唾) 26000

电子白掇 18500

电视(长虹34英寸两台) 6000

投影器{曩有》 垂20

幻灯机(已有) 580

被{牛
配套软件和独立开发软件 2200 2200 2500 900

(繇年)

教嚣戚奉(每年) 3∞00 2∞88 30000 30000

潜 教师培训 800 800 900 400

件
^

维护费用 600 600 800 500
镪
艇
V

管理费掰 2∞0 200e 20∞ 1000

其他

硬件使用年教
’

10 10 10 10

慧残本(霉均) 41378 334￡5 44408 35550

新投入总成本(年均) 39778 30466 42808 33860

①本分析的设备价格来源于‘慧聪商情广告——电教专刊》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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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监测度

如前所述，收盛测度更加复杂甚至困难，这需要收集棚关的评价数摄、了解

各耱炎餮懿方寨程箕毪学校运嚣豹情凝，著瑟可能对各静方案遗霉试霉试验对院

分析，这样所进行的收益测度才能更准确。

对多媒体教室的收益测度前，先找出尽可能全面的测度目标，并确定每一个

蓬檬疆憨装态豹||；[藏徐篷，透巍分据各方寨戆嚣标彀盏。爨薅浚蕴溺发怒表7-3，

表巾的单位为“标准单位”，即设想中的一个单位的收益。

表7_3收益测魔

《单位：。豁堆单位”)

理想状态 A数字电视型 B普通投影型 C电子白扳型 D传统改造型

课程溉虑性 20 17 15 19 12

巧境逑应经 10 § 8 8 8

交置髋 16 11 ll 14 12

易用性 10 8 8 7 8

软件瓣襄性 20 17 i7 17 13

可扩聪槛 15 12 13 13 10

教师满意度 20 16 15 18 13

学生学习效粜 30 24 22 27 20

总计 l毒0 114 109 123 96

(3)成本一收益分掇

将多媒体教黧每一释可後选择方案豹成本与牧益疆方瑟的信怠瓷科结合起

来，加以比较，就会为决策者在资源有限条件下选择最佳方案提供有价德的信息。

我们仍用成本除以收益，得出每一单位收益的成本比率来避行成本一收益分析，

懿表7q。

．表7-4成本一收簸分析

A数字电援婪 B普通投嚣型 C电乎盎板型 m睁统改造型

新投入总成本(年均) 39778 30466 42808 33860

收盏 114单位 109单位 123单位 96单位

成零／收益鲢：率 348，93 279。50 348．∞ 3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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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q可以者融，获褥每一单位的收菔，B型(普通投影型)方案所需的成

本最少，因此效益最离，面D型(传统改造烈)所蒜成本较少，但效益最低，e

型(电子白板型)A型(数字电视型)方案效益接近，c型方案效益稍高些。

参照表7-3积袭7-4，彤以看出，B型方案零均投入最少，c型方察年均投入

最多，但同时其收益也最大，如果资金充裕，C型方案是可以考虑的选择，耐B

型方寨是效靛最好瓣，B型(蕊缝改造型)方寨投入也不裹，握牧羹缀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上的成本～收益分析过程熙是模拟的分析过程，因现

实学校嚣境袈{孛、谬绩矮舞簿嚣素熬差吴，jl|：努接续采势苓共有瑷实参照整。藏

以上模拟分析而言，学校的规模、拟建多媒体教室的多少、教师的多少、学科的

特蠢簿仍是彩嫡残奉一浚莛分褥靛重簧医素，蘧着残零彝收藏溅度熬缀琵，其最

终分析结果则更准确趸科学。但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本身是十分有益的，它让我

{}】焱决策辩大大减少了盲鑫缝帮淬动经，在实践串需要我稻慧深入凳灵活逮寝焉

它。

7．2宏观层面：观念引导与制成约束

7。2．1觋念引导：效益观酌养成

观念也就是“着法、思想，是思维活动的结果”21。马克思主义认为，观念

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漱形式，怒客蕊存在的主观映像。22马克忍说，“观念的东西

不外是移入人的头瓞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蔼融”。n可见，观念是

入们对客观现实世界的反映并经过改造后形成的嵌入人的头脑中的思想、意识、

看法，是上层建筑的东珏，它将指导人的实践从丽实现对现实世界黪改造。人艇

常说，思想惩行动的指南，观念是实践的发端。人的思想观念随时随地发挥糟作

熙，它直接影啶羞实践潘动戆趋起，进两在搬本上决定实践蛉结果。

因此，登提高教育技术实践的效菔，就需要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拥有正确的观

念，靼确立教育技零的效兹鼹。

7．2。2．1教商技术效菔观的内涵与要求

效益观t兢就是效箍的观念、意议，“就慧工作要讲求效斌没有效施就没有生

命力”(南国农，1993)。24舆体地说就是在实践中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要

21葬海．上海辞啦出数挂．1999

盈串闻夫百辩垒书哲学卷．中国犬百辩全书出版社．1987

丑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斟南黼农．谈教擞观．北京电教，1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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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优化的思想，时刻意识到效益是衡量自己工作的重要标准。

从前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

及到实践本身及其社会环境的多方面因素。同理，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观念也涉

及到多方面的观点、思想和意识，是为追求效益而形成的多种观念的综合反映，

这包括质量观、制度观、务实观、节约观、发展观和公平观。

(1)质量观

质量观即质量观念和意识，讲求质量。在同等投入的情况下，质量的提高就

是效益的提高，而投入的减少不能以牺牲质量为前提。

在教育技术实践中，质量观不强的情况还大量存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有的教育技术工作者在实践中没有质量意识，不负责任：二是有些教育技术

实践者在工作者质量观念不够，没有把质量放在首位，而足过分强调教育技术的

形式，为用而用；三是意识到质量的重要性，却简单地认为只要是用上教育技术

就能提高质量获得效益，用得越多质量必然越高。

调查和访谈发现，后两种情况更为常见。一些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把教育技术

当作摆设甚至是夸耀的工具，优质课、示范课成了“教育技术”展示的窗口，而

这种应用往往是为展示而应用，形式出来了，而教学质量却没有同步上去。网络

学院和网校因教育技术手段的先进性而成为现代远程教育的主要形式，但它们的

教育质量近几年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其重要原因就是质量观不强，过分强调规模

盲目扩招而相对忽略质量，结果导致规模不经济：规模上去了，质量下来了，没

有真正实现规模效益。还有一些教师比较注重质量，只不过质量观出现了偏差，

在教育技术的应用和质量的提高之间湎上了等号，如有的物理教师认为在教学中

用多媒体计算机演示得越多越生动，教学质量越好，于是下了很大的力气做了模

拟实验动画，却忽略了亲自动手的课堂演示实验，而模拟实验的可信性和可靠性

与真实实验相比是要大打折扣的，教学质量也就不会理想了。对于像物理这样的

一些实验性学科来说，多媒体“崇拜”是要不得的。

因此，在教育技术实践中，必须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即要讲求质量，把质量

始终放在首位，又要意识到只有合理的应用教育技术才能真正提高教育质量。同

时，质量的提高需要同样的一个高质量的科学的标准来衡量，这不仅要看学生学

业成绩的提高情况，还要看他们的情感培养、道德养成，以及对社会的辐射影响。

(2)制度观

制度观即制度管理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效益的提高来源于系统成员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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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来源予规范的制度约柬和激疑。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可操{乍性的制度

静建立释黻涮度为辇硪韵魏范静管理能够谴貉个系统朝麓既定静毯标发展。这对

于教育技术实践过程的管理者、领导者来说照得尤为重凝。

在教寅技术实践巾，瓣予管瑷卷寒谴藏纛漆l度璐靛怒要毒嵌靠援范合理筑剿

度进行管疆的观念意识，明白管理出效益；对于其他教育技术的实践者来说，就

是要有依照制度规范办事的观念思想，有“法治，的观念，有通过念理的渠道来

完善餐凄瓣意瑷，获纛逶透露l凌熬进步寒筑遴教寅技零逡有效实旋。事实上，戏

熟的制度观能够促进淇它良好意识观念的形成。

目前，教育技术实践中制度溅念不强、工作随意性露耳性丈的现象还在～姥

遣方存在。魏不少学校没有稳瘦鹣教育技术实践激赫翻发，一线教辩为教育技术

资源的开发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汗水没能被管理者作为投入的一部分进行考虑，

进薅没蠢粳痤靛劳动圈报，至多怒偶尔鲍一次奖励，这釉露《度上憋缺失事实上是

制度观不强的体现。涮度观弱俄也为教育技术实践中的不规范行为以至失职行为

的出现提供了机会，如教育技术投入的盲目和失控等。

喜l度溪戆确立嚣戆是实麓套效瓣誊l废餐壤，教育鼓零实践孛鹣镧度管理繁旗

将在下一节中分析。

(3>务实鼹

务实观即务实意识和观念，务实的态发。具体地说就是工作中袋确立一切从

实际出发的思想观念，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不做表面文章。讲究实际就是真，

注重效貔君是实。安密求是曼务实溪豹孩，洛。
’

教育技术实践与时代科技紧密结合的性质容易让一些决策者受到表象的诱

惑，从而出现表面出彩实际虚空的虚幻效益。如一些地睡年Ⅱ学校对教育技术的投

入并蘩羧攥教弯教攀静需要覆楚爨予攀魄豹心瑾，不颓实际赡力，采臻薪技零，

引进新设备。结果“教育技术装备先进单位⋯‘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的称号获得

不少，薅窳际鲶教学效果并不璎想。有的教髑没有把教肖技术真正融进教学瀵渤

中，丽燕变成了点缀甚至是炫耀的“道具”，教学中关注的是教育技术效果翡好

听好看，而没有把实际的教学与学习需要放在首位。

在教蠢技术实黢孛确立务实鼹，藏要攥蹇妊大求港、鹜皂喜秘煞浮躁心态，

摆正教育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关系，这样才能在诸如设备投入、课堂教学、管理评

价等环节巾讲求实用、高效，不貉虚，不摆花架予，从而能够进一步促进务实环

境懿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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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约观

节绞鼹邀就是节约意识、节省瓣溪念。在效藏影疫熬过程枣，节约裁塞昧罄

投入的降低，在同等情况下就是效益的相对提高。我国社会掰来有节约的传统，

但如今猩社会很多领域节约的意识融变得淡漠了。树立节约观也是对传统节约观

念蛇继承饔延续。如袋说，过去节约是建立在物痰短映我一静被遣选择豹落，在

今天节约应赋予新的含义，这就蘸瑟力少消耗社☆资源，班获得更大的效益，

在教商技术实践以至整个教育实践中，节约的观念并不普遍，这与教育的事

业性质殿投资体制等社会大环境不燹关系。提比之下，企业主体的节约琨更牢固。

在企弛审，降低产晶娥本就意味着增加企遂豹救菔，企韭必然褥成本管理龄藏点

放在降低产品成本上。强调节约和节省。而在教宵技术实践中，尤其是对于公立

学校，投资主体和经赣燕体(学校)往往并不一致，许多学校的管理者便产嫩了

“钱不爨鑫己静兹越来不心疼”静惫怨，节约糕念豹缺失毽会往褥管理中缺少有

关节约的规范与控制。

在教霄技术实践中确立节约观，就要首先树藏生人翁意识，在教育技术投入、

痤矮瓣熬令遘程孛熬袋注意苓终，游兔无谖豹滚费。嚣睦逐敷注意，誊孽立繁约露

并不是觅原则的节约，决不能以牺牲教育质量为前提进行无限制的“节约”，也

不能仅盯住局部的问题进行节约而造成整体上的鼯己置失调，从而出现“捡了芝麻

丢了瑟瑟”瓣尴鲶裁溪。

(5)发麟观

发鼹溉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长远意识。其实，我们可以从纵横两个方

彝考虑笈矮鼹：缀蠢静动态瓣发震褥持续；横离帮静态翡发鼹狲灞。辩学豹发展

观应该魑对待发展的问题上采取理镏和全局的观念。从整体和长远考虑，不能为

了一时的局部的发展丽牺牲了持续的全局的发展。

教蠢技术实羧孛，海赘管理考褒发蓑戆鬣念上仍存在罄绱蓑。热考熬攀校透

支了几年的财力建起了高档的校园网，却因接下来资金的不足而造成管理维护滞

后、配套建设困难，使用效果不佳。相反地，有的学校尽量花最少的钱建起了校

霆圈，实瑷了挺入弱“技校逶”大舞e庭瓣嚣禄，辍帮嚣嚣没鸯炎分考虑至《瑟续戆

发展：资盒节省了，但后续扩展升缀困难，兼容性差，服务没保证，最终黼鬟巨

大的二次投入。此外，硬件与软件建设不协调，“有路无货无率”的失衡发展状

嚣还大纛存在。

因此，在教育技术实践中必须树立科学的发鼹观，要意识副教育技术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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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教育技术内部各要豢之间要保持协调发展的关系，鼗用长邋的、分步发展

戆淡点蛰德教育技术鳇建设，不裁嚣为暂孵翦剃簸恧失去长远戆数蔻。

(6)公平瓣

公乎漤{塑魏整公警静蕊念葶噩煮谖。公警和平等是社会爱震的螫然要求。入{fj

在滚求效髓静时候，往往会遇裂公警毂瓣题。{乍为宏鼹豹决策密，癍该具鸯公平

的观念。既要讲求效益又臻兼顾公平。
’

在我国经济条l牛悬殊缀大的馈况下，教育技术尤其是教肖信息化建设熬一把

驳刃剑，如果只注煎投资效益可熊就会迸一步挝大东西地送的数字鸿沟。以“校

校遐”建漩为铡，羰翦客鬻邦建嚣麓鬟巨大熬壤掇下，东豁沿海德嚣熬致搿为学

校投资建设校园网并不困难，而西部地区的学校很多连教师的工作都无法按时发

敷，投资建丽缝困漆霹戆霹窥。金l窆投资学校棱鞭羁豹寨翻难在增多，毽资本造

求利润的必然性质决定了搬业家更愿把资金投向发达地区以尽快取得回报，而不

戆投起嚣帮基太黪“无疯溺”。这移，默资澈荚擎为优势疆麓缋小客嚣差蓬的“技

校逐”工程却正在扮演罄撤大数字鸿沟的馗尬角色。因此，如果公平被忽略了，

部分稳嚣瓣效薤褥叛实瓒，整体煞柽会效藏龆丧失了。濒拳翡是，戮蓬政府歪通

过多项倾斜政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进行帮助，以挟持教育信息化的建设。 ．

在教育援本实黢孛，鬟要宏褰豹决策者瓣立公警麓念，攘大爨袅技零熬挟持

力度，减小地区、城乡黼的差距，这样才鼹谋求教育技术熬体的激大效盏。

7．2．2．2教育技术效益聪的养成

鼹念零是生来靛寿懿，是在社会生活孛不叛影藏匏。宅瞧苓楚一残不变懿，

而怒在甄幼和交往中变化发展的。在教育技术实践中，效菔观也怒逐渐养成的。

要嶷瑗送～点，零瑟扶实践卷终赘褥蠹郡嚣令方巍遴霉弓}导，也裁楚透过囊转教

育和亲历反思两种方式促进效益观的形成。

<1)窟传教育

实践诞鼹，灌输性的接受，是人接受一定的艨想观念的纛要宠戏之～。宣传

教育就爨扶教育技术实躐肴步}部避彳亍效益溉念的教育和沟邋。如通过教育嫡训、

援畿会、淼薅宣传、辩论交流等澎式爽实羧蠹谨逡效签懿鼹念窝憨怒。“滋羲”

不怒一个受欢迎的词汇，但科学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一种教育引释，耐

，冬缝、绥致入理遐教育弓|鼯会起到瀵移默德爨终惩，著最终痰纯必实践者爨邑懿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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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亲历殿思

亲援爱恿是扶教饔技术实践考蠢郯实瑰豹，怒形成效薤躐瓣重要渠遂。终话

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养凡才知撤母恩”，这种思想观念的获得因是实践者亲

身感悟的而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如泶眼看到投资随大的校园网发挥不了应有的教

弯作用露瘸心不已，扶褥意识到提嶷搜愿效益鲍熬癸性，产生了强烈匏效盏爨念。

亲历反瓣怒需要情境条件鹩，所以，对于一些领弩者来说，经常深入至g教育技术

实践的第一线，对他们树立全面的效益观是很有帮助的。

7。2。2澍寝约束：簧壤孛求效赘

效菔观的树立能够大大促进教育技术效益的嶷现，但在现蜜的工作中，完善

的制度管理则能够更崴接地促使教育技术实践获得效益。这正如道德和法制的关

系，柱会豹安定进步穰纛遂德懿援藏缝素，毽最终还霉要健全戆法裁管理秘淡裁

社会的形成。

在教育技术实践中，制度约束和管理是必须的，这主要包括论证听证制度、

摆标采魏露《度、师资培调隶l度、科举评价戋l度、奖惩激磁毒l发游。

(1)论试新证制度

论证听证制度也就是在教育技术实践的前期，对教育技术的实旌方案组织专

家进行谂{蒌窝教驭工凝涯鹣豢l度。这一皋l疫能够键遴秘学这凌策，减套害嚣浚，

克服重复建设，促进资源共享，优化资源配置，并从源头上杜鳓腐败，从而为教

育技术效益的实现打下良好的基础。论证听证制度的建立还能够增强教育技术实

黢老熬雯入翁意识，遂凝健进效整戆据褰。

(2)招标采购制度

招标采购制度就是激育技术实践项目在投资建设时运用市场竞争手段，在众

多设备溅务捷貘齑孛蹙徐邃魏翡测痰。嚣蘸，教帮技术装备熬众额普邃簇大，两

教育技术服务市场又比较成熟，这为充分采用招标采购提供了条件。招标采购可

明显降低投入资金的数爨，约束服务质量，从而猩总体上提高效菔。例如山东大

学实麓攥搽采魏裁度，经费节约率凳14。2篱，实瑗了投资综会效薤戆最大恁。8

(3)师资培训制度

在教寅技术实践中制定师资培训制度就是搬师资培训以露《度鲍形式遐迩下

丛王俐．高校仪器设备采购工作的探索与思考．燕验室研究与揲索，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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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秘前，教育技术设备利用率低、应用效果不佳、资源开发不够等现实闯题都

和教师的教育技术素质脊很大关系，并最终造成效益低下。实施师资培训制度就

是使得教师的教育技术培训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科学化，从而解决制约教

育技术效益的这一瓶颈隧隧。

“)科学评价翩度

科学评价制度就是对教育技术实践的效果效益进行经常性的科学规范评价

的制皮。这种评价可以魑定期的也可以是不定期的。可以是过程评价也可以是总

结性谬玲，但都需科学、瓣蕊、全匿、公正。实施科学评价制度W戳涟时发现毂

弯袋拳实黢孛存在懿效麓阏题，麸瑟魏够及瓣修委帮瓷整，势为爨续懿彀窘菝本

方案选择和工作激励提供依据。

(5)奖惩激励制度

凝惩激励制度就是在教育技术实践中搬据效益的状况对檩臌的组织和个人

透露奖惩熬爨度。这～黢熊錾上级主管帮}l瓣学校教弯鼓零实黢效麓懿译襞奖惩

戳发警校对教癖实施教育技术效果的激励。对学校豹奖惩可以翔强篱理者对效益

的重视。教师为开展教育技术而付出的超额劳动(与传统教学相比)则可通过激

励制殿得到相应回报，并和教学效果挂钩，这样就可大大促进教育技术实施的效

益。

憩辨，在毂弯技零实黢鹣管理孛，“管毽”本身氇嚣要塞我宠蛰，强有懿学

校对魂教中心、网络中心、计算机中心进行合并，减少重叠设鬣，对入力资源和

设备资源进行合理匹配，从而降低了管理成本，提高了整体效藏。

7．3掇高教育技术实践效益之策略的形象化示意图

攥高教育援来实黢效羲靛策略哥戮透过形象纯匏示意图表瑷蕊寒，絮图7-1

所承。图中主要形象是一辆汽车行驶在公路上，其中此车为“教育技术实践之车”，

代表派在进行的教育技术实践；公路为“制魔管理约束之路”，代表着宏观策略

之二，即通过制度管理进奄予约束；六个箭头为“观念导向之力”，即代表着宏观

策略之一酌鼹念弓l导，六个方瑟戆鼹念之秀会袋鸯效益鼹之力，必囊六个力嚣ll重

起佟耀且协调发矮，所合成静效益褒“合力”才能沿着效薤最嵩的方商；汽车方

向擞为“微观策略之成本一收益分析”，这一策略方向盘决定着效蕊方向的调整；

效益攒南针指向公路的一方，只有教育技术嶷践之车行驶的方向岛此方向一致，

才能获褥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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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提高教育技术实践效益之策略的J|蓦象化示意图

获潮7-1孛霹鞋餐凑，哭套傈{菱汽车按甄定方舞簿骏夔各令霆素嚣辩协调起

作用，才能使得教育技术实践之率抵达高效益的舀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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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教弯技术效益瓣疆究己告一段落。回顾整个硪究夔过程，笔者有诸多感受。

同时该研究实现了一定的剖薪并仍存在若一些幂足。

一、研究的感受

(1)效益阍题是裙鹭重要酶，辩其研究十分必要

效薇是教育技寒蜜践中十分现实的懿题，效菰的离{氐壹按反映着教育技术工

作的成败得失。在总体教育资源和投入还十分有限的今天，这个问题又显得相当

突出。教商部高等教肖司司长张尧攀在2003年11月为《现代教育技术研戴与应

爱》一{善躲蘧词臻爨，“发矮教育鼓本。要翔强赢惩，诱求实效”。这更壹接缝窃

中了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命脉”。然而目前我网教育技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还很少，系统的论述鼹难得见到。因此，对教育技术实践效藏的研究愈发照得必

要察紧遣起寒。

(2)教育技术实践效益问题十分复杂

效虢是一个概括性很强的概念。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又魑对实践的过程和结

采懿综合性复映窝谬徐，它涉及弱毂弯技术鹣投入瑟产塞潋慧实黢煞每一令繇

节，甚擞涉及到大的社会环境和体制。因此，效蕊的问题十分庞大而复杂，这对

相关研究也提出了挑战。

④舞蔻我墓教育羧本实践戆效蕊妖嚣不骞琴溪

分析总结关于教肖技术效益的阏卷调查，走访了解部分学校老师后笔者深切

的感受到，目前我国高校和中小学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总体上并不乐观，程局部

地区帮学校还饕常严竣。教育技叁工终表露化、形式纯、效登鼹念淡薄弱壤凝还

普遍存在。

(4)教育技术实践教益的提高烧一个系统工程

教寅技术实践效益鲍复杂性也决定了提离效益是多秘因索联动静过程，是一

个系统工程。奉磺究放宏观和微躐鼯方面给出了效益提高豹策略，涉及刭入力、

物力、观念、制度、锊理、方法等多个方面，而熙有相关要豢相瓦结合才熊在整

体上提赢效益。

二、研究韵寄j瀚

(1)这项研究效益和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给出了全新的界定

通过文献分析，熊者给出了效靛的A、B豫种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教

育技术嶷我效益豹疆令层次戆鬣浚，箨对嚣令糍次效益豹表瑗形式帮形成撬麓分

别进行了阐述，这在以往教育技术的研究中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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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研究以效益为视角对我国的教育技术实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本磺究嚣绕效羲浚诗了谖查闷豢，共遗霉了农线调查，熙效盏夔褪燕考察了

我国教肖技术实践的现实状况。农此基础上，笔者分别从投入和产出、“入”和

“物”两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效益菇现的因素。

G)零研究提出了洋徐效益裁据攥效蓑匏全耨愿路与策睃

本研究首次把量规评价工具引入到教育技术实践的效益评价中，把成零．收益

分析法引入到效益评价和效益提升镣略中。与此同时，提出了教育技术实践效益

酶绝对瞧浮价瓤摆对性评债思路，提爨了提离效靛的徽褒策略靼宏鼹策略，其孛

在宏瓣策路中提出了垒耨懿教育技术实践效益蕊和五种管理稻度。这些愚鼹鞠策

略尽管可能会有争议，但具有新意，作为原创性的成果在研究上是一次大腮的尝

试。

三、磷究麓不是

最初对教育技术效菔问题的切入和研究是满怀责任和激情展开的。然而在论

文已近鼹声之时，回酋这项研究却叉感到不安起来。由于个人的能力和条件所限，

这矮磷究还显褥缀穰嫩帮褪浅，程不少方嚣述存在着不是，逡突密表瑷程：

(1)对教育技术实践效益状况的考察还不够到位

由予网上在线调粪的局限性，根难对被调雀的对象进行凇确限定，对象身份

懿囊实穗、回答静态发苓努挺握，耱对书瑟调鸯逐显不是。魏耱，与教鸯技术实

践者的座谈交流还很有限。还不能真正充分全面地反映我国教育技术实践中真实

状况。 ．

《笏瓣糖态蔑益戆繁瘩浚戆迸纷安陵蠹涯磷突

本文中提高效盏的策略是在对效益状况和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推导出来

的，其中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借撩了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出于客观条件的限

制，这藏蒙略没有在瑗实教育技本王痒孛进暂实验验迁，霞藏程总馋上还鲶予理

论阶段。

(3)没有充分进行网内外比较研究

出予国外辊关磺炎资料来源黪缺乏，本璜猥究只是遵过置联网终对匿外稷关

研究豹情况进行了了解，没能找劐溺夕}反欧该磺研究虢有聪驻价值的资料。因此

本研究只局限在国内，缺少了来自域外的“他山之石”，是为一憾。

总之，本文只是这项研究鲍初步成果，有效提商教育技零散益的个案研究还

没有完成，有关效益的新情援薪}薅题还不摹出糯，这氇激蕊麓我把这项磅究趸缡

致、更深入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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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教窝技术实践效靛的在线问镞调查表
谖壹援羽；

非常戆谢您能参与遮项调查!选举米，教育技术被称作“当代教育改革的翻高点”辨受到
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一方面，人们对教育技术的投入及表现出的热情越来越高；另一方面，

不少教学一线的教师仍不愿主动地在教学中使用教育技术。事实上．处于矛盾两方掰的人们
都较少考虑教育技术购效益。我们开展这项调查，就鼹想更广泛地了瓣我国教育技术实施孛
效益麴粪实软凌，扶嚣唳起A#j对毂寒渡术效盏熬美淀，薯楚效盏静有效舞舞摄暌支持。

以下调查中的问题您只需点选后提交即可查看到统计结果，我臂j受欢迎您对耦美弱题发
表自己的观点。

谴查内容：

◇美予教育技末设蘸藏爨灏酌建设投入情况：

1、 你校在下列各项中投入资金最多的是t(可选I-2项)

口校园嘲 口多媒体教室 口语亩实验室 。微机帆麂 口校因有线电视系统 口摄

录编系绕 叠幻灯、投影 西赉滚、鹱释 露癖浇培铡 叠萁它

2、 你校在下列各项中投入资金最少的是；(可选1-2项)

口校园髓 口多媒体教室 口谱宙实验室 口擞机机房 B校阈有线电视系统 口摄

录编幕绕 岔客j掰、投影 西费滚、较谗 强师爨臻湄 霜箕玄一——
◇关卡救育技术设备利用率、使用效果； ．

3、你校校圄95I的总体利用效果：o很好 。较好。一般。较差。根莲 。无梭园网

接嚣鼹懿掏絮方式帮实藕鹣麓薅鸯：日基嫒入Interr．et 强接A城域瓣 强技蠹蜀域瓣 露弱

上授谭 口两上备课 口网上宣传 口嘲上办公管理 口耐上警凝交流 口其它——

4、你校梭网有线电视系统总体利用效果。o很好。较好。一般。较麓。根差 。霁该系统

5、嚣搜摄录编系绕慧体测箱效果：o缀好。较努。一簸。较差。壤差。竞谈蓉统

6、体校幻灯、投影设备总体利用效果：o襁好。较好。一般。较麓。很差 0笼该设备

7、多媒体教室每周使用时问约占周课时数的{o小于l“ O 1／4 O 1，2 o 3／4 o太于3／4：

使尾效莱；o经好。较好。一般。较差。镬蓑 。无渡设施

8、语害蜜虢室每周使用时闽约占周课时数的；o小于l雒 o l，4 o Ii2 o 314 o太于3／4；

使用效聚；o很好0较好。一般O较差0很栽 。无该设施

9、微摭枫穗每撬使用时瓣绽占周课时熬的t o一、于l，4 o l锺 o l总0 3／4 0犬子3／4,

使用效聚；o穰好。较好。一般。较差。掇麓 。无该设施

10、教学软件、资源的使用效果：o很好 。较好 o～般 。较差 0很差

11、校本汗发的课件资源与校外蛊源的交流熬事情嚣，o饭好 。较好 。一般。较差。报差

|：、毅辩教学孛漂程与教肖技术整台静总体效果：o稷好 。较抒 。一般 。较差 。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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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技木师资培训：

13、你校是否对教师进行过教育技术培训：0是 。否

i4、培训的方式：口上课学习 口听报告 口提供资料自学 口认证考试 口其它——

15、培训的内容：口硬件设备使用 口软件资源开发口教育技术理论口教学设计口其它——

16、培训的对象：o全体教师 。年轻教师 。部分专业教师

17、培训的效果t o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报差

◇关于教育技术投入的挟策：

18、你校教育技术软硬件投入是否组织过专家论证；o是 。否 。不清楚

19、你校教育技术软硬件投入是否采用招标采购；o是 。否 。不清楚

20、软硬件资源设备的后续升级扩展及相互衔接整合效果：o很好0较好。一般。较差。很差

。关于教育技术效益的总体评价t

21、您认为学校投资教育技术所获得收益：o很高。较高。一般。较低0很低0很难说

22、你校实旆教育技术的效益t 0很高0较高 。一般 。较低 。很低

◇关于教育技术效益的影响因素；

23、影响教育技术效益充分发挥的因素主蔓有：

口学校管理者的效益观不强

口学校在教育技术上投入少．设施难以满足使用

口学校在教育技术投入上软硬件不协调，配套综合利用率低

口教师教育技术水平低，培训不够

口教师不愿主动使用教育技术

口学校没有对教育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出台激励政策或政策效力不够

口学校注重教育技术的一次性投入，而忽视后续投入和可持续发展

口学校注重教育技术的宣传效果．而忽视或怀疑其实际效果

口学校教师更注重升学率，认为教育技术对提高升学率效果不大

口其它

。您对教育技术效益的见解以及您对本调查的意见(选填)

您的网名f二二：二口匿名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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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披调查者对教肖技术实践效靛的见解及辫本调查的意见

孝峰 洋缌蠹容

1 我想若要使et有好的效益，首先得有大的设备使用环境，然后是观念，教学方式的转变

袭不太骥鑫教舞技术彀益瓣妻义，撵鼓蠹心塞发姥试为应该是教帮技术黠学授教育产生瓣影响与
2 教育接术软鹾伴投入之闯躯比例*不知遥是否嘲艇．在当薪的教育糯蜜中，井学率鼹主要秘蘧。

高考制度不改。领导观念不改，教育技术效益mⅡ焉从谈起

教育的效益是一个非实时的，不可能投入后就立杆觅影，教育技术也不例外，需要鲶教育技术的
3

实施一点时蝴，不能急功近剩。

我觉得教育技术要充分实现它的应用价值，需簧专家的指导，政府下达命令，具体刘每个单位，
4

项目等，教育技术才有用武之地l

支持本敬调查，希望戆促根本上解决覆国教育技术发震中存在的这梯或那样的闯燕!真正使巍国S
躯教育播上黪飞簿疆齄l

应该说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悬无可比拟的，他部分学校的领导根本不重视教育技术在学校教
6 育的地位。受不没钱，要不根本不勰搞。非常高兴能参加此次的调蠢，祝愿你们能宥照好的成就，

也希望教育技术能在你们的手中获得发展

， 26燕毒捧替。

只有广泛的成用才能谈得上效箍的问题。现在问题是教育技术在太部分地区还不能普及何谈效
8

益?

9 一些观点只代裘个人见解1

我觉得对于教商技术效益，对乎拽校主要是软件上不去l教师的谍件擞褥都较差，特嬲是老教师，
10

囊鲍藏是讲稿躲“克隆蕴”。霹爨培硼不够l我想犬酆势学校都莓攫这样斡翘莲l

本调查的对爨甯些不垒．只是搜霈和教师，没有涉及学生，我想对学生的使用教技也应适当调查。
11 一般来讲，学校察际使用教育技术手段主要在教学上，我们浙江硬件相对比较全，蝓学生接触比

较多。我想这样可能会使教育技术效益有所提高

影噙提裹效蕊瓣霆蔓暴露之一魑等现行教嚣配套瓣教学、学习资源类敷尊太多(枣繁像逡方露的
12

公司不多)。恻数斌趣痒、谨{孛素材等。

13 我接到了江西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高国元的信，我材必趣。高同学鼹如何认识我的???'?

教育技术对手教学凄量貔挺秀，糍蓉强大嚣接动旃l健进俸撰，这一盎筵显纛荔冕戆，并显簸象是

14 能够在短时阕内体现出来的。关键是教师怎么样去理解和怎么样去用的闻透。嗣对，蕊代教育对

于教师的要求照高了．

1S 向师大的老同学目好，很想念你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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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记

“毒下嚣手望，～夜换汪枣”。整整三年之蔻，凝寒到枣墨参热了瓣究生入

学复试，随嚣，与学雾名烬必伴、与同密好友为伍的糖的求学生涯开始了。面今，

毕业已经临近，毕业论文亦将完成，薯然回首，才发现在过去的一千个唰子连同

聚成论文的数万个文字中凝结了他们太多的帮助和关心。

感谢导师项国雄教授，是他对我的学习和论文创作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和巨

大的鼓励。项教授治学严谶、思维缜密、教导肖方。在教学、擎}研稻管瑗工佟繁

羹静情凝下，毪牺牲了大豢靛俸怠露闯绘我稍指导。灞采之爨，毕生难悫。

感落三年来裁助貔残长豹老魉织：褰智羲恩浆魏奇教授、学识渊博豹锄恚

贤教授、宽厚媾学的壬永环教授、和蔼多才的汪青云教授、严谨求真的刘友林教

授，还有胡小端削院长、王智军副院长。从他们那照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感谢胡三华老师和朱震、溢玲泠、魏丹丹、氟文斌同学，他们为筏论文研

究的在线调查提供了天董的帮助和支持。感谢参与调查和访谈的全函各地的蔺行

学者。感谢三年来一起学习静稀密挚友，继翻熬名字帮学习生活酶点滴繇涤深缝

印在我豹黪海里。

感谢我的家人，父亲母亲瓤岳父岳母。特别要感谢我的爱人李静，三年的

甘苦埋藏在我们心底，对她的真情阐报会印记在生活中的每～天。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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