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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高校教育技术发展中 ,面临管理体制不健全 ,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有待提高 ,教育技术人员服务不到位、

软件硬件投资比例失调 ,投入高产出低等问题的挑战。应健全机构 ,理顺体制 ;以人为本 ,优化队伍 ;开展培训 ,提

高素质 ;加强交流 ,改进服务 ,以促进高校教育技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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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是一门多学科、多技术相互交叉、渗透的教育

科学的分支学科 ,许多高校都开设了教育技术学专业。随着

信息技术的普及 , 教育技术也成为一项事关我国教育教学

改革成败的宏伟事业 , 直接影响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的发展

进程。高校作为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重要舞台 ,

在教学、科研和管理等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 , 教育技术都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 ,对高校教育技术发展中面临

的挑战以及应对挑战的对策进行思考 ,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一 　高校教育技术发展面临的挑战
教育技术是高校办学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包括人、财、

物、技术、信息等多种组成要素 ,是一个关乎高校创新办学理

念、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

水平 ,破解管理难题、服务社会和师生员工发展的复杂系统。

这个系统融理论与实践于一体 ,与教师和学生这两个高校发

展的核心因素息息相关 ,直接影响高校师生的成才和发展。

但是 ,当前高校教育技术发展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矛盾 ,

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1、管理体制不健全。高校教育技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 ,明显滞后于教育技术其他方面的迅猛发展。主要表现为

管理机构教育技术中心的职能定位不清晰、内部机构设置不

合理 ,权威性、影响力不高。由于一些高校还是教育技术中

心、网络中心、计算机中心并存 ,工作内容和范畴相互交叉、

重叠 ,使得各个部门不能各司其职 ,往往是对资源热衷于争

夺 ,对责任尽量推诿。[ 1 ]“多中心 ”各行其是 ,部门间难以协

调 ,多头管理、各自为政 ,不能形成合力 ,使教育技术管理、运

行效率低下 ,资源浪费严重。

2、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有待提高。近年来 ,高校教师教育

技术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 ,他们对教育技术的重要性、对教

育技术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作用有

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 ,在一项“影响教师使用教育技术

上课的因素和主要困难 ”的调查中 ,认为“自己的理论和技能

不够 ”的却占 30. 8% , [ 2 ]可见 ,高校教师的教育技术基础理

论和基本技能、信息素养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尤其是常用媒

体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创新应用能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

合的能力及参与教育技术科研的能力亟待提高。

3、教育技术人员服务不到位。高校教育技术发展中具

有明显的“重物轻人 ”、“重建设轻管理 ”倾向 ,不重视教育技

术人员队伍建设 ,不重视教育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教

育技术人员队伍的年龄、学历、专业、职称结构等不合理 ,尤

其是人员的专业知识更新缓慢、创新乏力 ,不适应信息化环

境下高校教育技术管理的要求。教育技术人员的职能定位

不科学 ,把他们当作行政人员、后勤人员、教辅人员的都有 ,

因而他们的职称、待遇偏低 ,学习、培训机会较少 ,加上学校

缺乏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 ,致使教育技术人员服务意识淡

薄 ,责任心不强 ,没有充分发挥其技术服务、支持、指导者的

职能作用。

4、软件硬件投资比例失调。据专家评估 ,在教育技术发

展和教育信息化中 ,硬件、软件、培训的理想投资比例为

45%、25%、30% ,但我国教育技术发展中“重硬轻软 ”现象严

重 ,硬件投资一直占主体地位 ,而对软件的投资极少 ,仅在

10%左右。[ 3 ]这主要是受投资决策者不正确的政绩观影响所

致 ,这些人认为硬件是“看得见、摸得着 ”的东西 ,能够尽快提

升学校的档次 ,彰显学校的实力 ,在观念上没有认同软件的

价值 ,对软件投资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由于软、硬件不配

套、不协调 ,因此导致大量的硬件设备长期闲置、浪费。

5、投入高产出低。投入高、产出低 ,“高耗低效 ”现象突

出 ,这是高校教育技术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 ,也是我国教育

信息化的一个通病。重建设轻应用 ,重效应轻效果 ,许多花

巨资建设的设施如校园网、多媒体教室、语音室等产生的效

811

第 14卷　第 2期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Vol. 14 No. 2
　2009年 4月 　 JOURNALOF HUNAN UN 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 IAL SC IENCE ED ITION Ap r. 2009

① 收稿日期 : 2009 - 01 - 11

作者简介 :江文化 ,男 ,湖南株洲人 ,湖南工业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实验师 ,研究方向为现代教育技术实验教学与管理。



益与投资的数额形成巨大的反差 ,在教学、科研与管理实践

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全

校难以统一规划 ,经费投入不配套、不到位 ,资源的适用性较

差 ,资源共享困难 ,以致盲目重复建设。设施管理运行模式

僵化 ,专业化管理人员配备不足 ,缺乏科学的激励机制 ,等

等。

二 　推动高校教育技术发展的对策
我们要在高校教育技术资源、环境、队伍、制度等建设

中 ,在研究、管理和应用的各方面 ,牢固树立以师生为本的观

念 ,推动高校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和谐发展 ,提高教育技术

的投资效益 ,更好地发挥教育技术的作用。

1、健全机构 ,理顺体制。高校要顺应教育技术发展和教

育信息化建设的新形势 ,精简、整合、重组诸如电教中心、网

络中心、计算机中心等部门 ,建立健全教育技术中心这一全

校性的教育技术管理机构。从明确教育技术中心的职能定

位入手 ,科学设置中心的内部职能机构 ,配备高素质的领导

人员 ,全面加强教育技术中心的建设 ,使之逐渐成为以管理

和服务为主 ,集教学、科研、开发为一体的创新型机构 ,全面

负责学校的现代化教学环境、教学资源的规划、建设、管理、

运行和维护 ,开展教育技术培训以及进行教育技术科研等。

理顺高校教育技术发展中建设与管理 ,软件与硬件 ,设施建

设与人员培训 ,投入与产出 ,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等方面的

关系 ,构建有利于高校教育技术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

展的管理运行体制和机制。

2、以人为本 ,优化队伍。高校要把教育技术人员队伍建

设纳入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整体规划 ,加强队伍的专业化建

设 ,使教育技术人员不仅具有较高的信息素养、教育技术能

力和现代管理知识水平 ,而且具有较深厚的教育技术理论修

养及丰富的实践积累。教育技术中心要摒弃“重物轻人 ”的

观念 ,实施人本管理 ,完善激励机制 ,满足合理需要 ,激发他

们在技术层面、资源层面和教学设计层面为广大学科教师提

供服务、支持、指导和帮助的潜能。尤其要加强队伍的思想

和职业道德建设 ,提高他们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

3、开展培训 ,提高素质。开展教育技术培训是教育技术

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高校要有计划、定期、分批地对学科

教师开展教育技术培训 ,形式必须灵活多样、适合成人学习

的特点 ,内容要与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紧密联系 ,尽量避免

培训与教学实践脱节的现象。通过培训 ,能够实实在在解决

教师教学、科研实践及专业发展中亟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提

高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和信息素养 ,尤其要提高教师的信息

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能力 ,逐渐改变高校教育技术领域理

论研究与教学实践脱节的现状 ,不断提高教育技术的投资效

益和应用效率。

4、加强交流 ,改进服务。教育技术在高校各领域的广泛

应用 ,使教育技术中心不仅要与学校各教学科研单位交流合

作 ,而且还要与图书馆等其他支持、服务教学、科研的部门和

人员交流合作。教育技术中心要重视推广服务 ,尽量让全校

师生了解教育技术服务的存在 ,从而保证更多的人得到服

务 ,始终把面向服务对象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使教育技术人

员由过去的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服务 ,真正做到技术服务与

情感服务交融 , [ 4 ]使教师无论是硬件和软件的使用 ,还是教

学设计、课件制作等所有与教育技术应用有关的问题 ,都能

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网络知识库、直接到办公室联系或预约

上门服务等途径 ,得到全方位高质量的技术支持和帮助。使

教育技术服务得到全体师生员工的青睐 ,是推动高校教育技

术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 ,我国高校教育技术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 ,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困惑 ,面临一系列挑战。我们必须直

面挑战 ,转变观念 ,思考对策 ,适应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要求 ,

坚持以人为本 ,把服务教学、服务师生作为发展教育技术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促进高校教育技术系统各组成要素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推动高校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和谐发

展 ,加速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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