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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什么样的力量
———兼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力量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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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 在持续推进教育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 关于技术对教育发展拥有什么样影响力的

问题已引发不少争议和分歧， 因而有必要深入探索技术内涵以及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可能影响

力。 不断发展至今， 技术已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 可以分为内核实质与外围影响两个

层次。 具有多重内涵的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力量在当前表现为三个方面： 技术丰富和升级

着教育手段， 技术提升和改变着教育主体的行动效能和生命形态， 技术影响和转变着教育世

界的组织方式。 在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 对技术力量的筹划和使用需要坚持四个主

要原则： 要以推动世界之中的人类全面发展为中心， 不以战胜或取代其他力量为重要目的，
要追求与其他力量有机结合， 需要进行持续的自省、 反馈与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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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技术变革与教育发展的关系问题上， “乔布斯之问”曾引发了对信息技术到底能否有力影响教育

问题的很多讨论和探索。 时至今日， 如果不是完全沉浸在理念世界进行逻辑思辨， 人们完全可以从教

育发展的现实中看到其已深受技术进步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 今天更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技

术究竟在何种程度和层面上已经或可能影响教育世界， 对这个问题的分歧经常出现在技术性思路教育

研究者与非技术性思路教育研究者之间， 更常出现在教育领域中对技术因素持纯激进或单纯保守立场

的两个群体之间。 对照现实情况可以看到， 单一维度的“二元对立”认识模式已经明显不能涵盖已经出

现的多维度观点， 目前比较明显的主要分歧既有技术进度是改变了教育的本还是末， 也有技术进度是

改变了教育的要素还是系统， 还有技术进度是改变了教育的客观事实层面还是人文社会层面。 因此从

根本上看， 对这个方面问题的突破非常有必要从回答这个问题的原点开始， 即回答技术到底是什么。

一、 现代技术认识中的多重内涵

在对技术的认识理解上， 角度不同和粗细有别是当前认识理解方式的总体情况。 正是在这种巨大

的认识理解空间中， 我们的目标问题———影响教育发展的技术到底具有什么内涵———就已经出现了很

大的分歧。 根据由熟悉到陌生的探索顺序， 对这个巨大分歧的解读可以先从是否认可技术工具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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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也是当代教育技术研究者和非教育技术研究者最常出现的一个分歧点。
把技术理解为工具， 这种观点从技术的早期形态就可以得到。 技术研究者芒福德曾对技术的工具

和机械两种形态进行了比较， 他指出： “机器和工具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其对于使用者的技能和驱动力的

依赖程度。 工具完全用手工操作， 机器则有赖于自动的动作。” ［１］ 实际上， 他在这里使用的“工具”概念

主要是指古代社会甚至原始社会中就广泛存在的技术实体， 其对应着手工劳动为主的社会生产形态。
虽然， 这里的“工具”概念所主要对应的手工劳动形态已不是当今社会的主导形式， 但是把技术当做工

具， 特别是把技术当做手工劳动工具的认识模式却依然存在着， 还继续构成不少人对技术的基本认识

框架。 但是， 在今天的社会发展形态和语境下， 还坚持把技术对应于纯粹客体化甚至是手工操作版的

工具， 只能算是对技术概念理解上的一种保守和化简认识， 与当今人类世界技术发展变化的现实水平

和形态存在着明显的距离。
对工具化技术认识的直接突破经常在两个方向上进行， 一是把软技术的认识加入其中， 二是把工

具概念进行抽象化和哲学化。 在第一个方向上， 在对技术的工具化认识加入软技术的理念和认识之后，
技术可以就被理解为“手段”了。 在这个方面， 韦伯和埃吕尔的技术认识都具有代表性。 韦伯认为技术

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基本内涵成分， 提出： “‘合理的’技术意味着应用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以经验和深思

熟虑为取向的手段。” ［２］作为技术自主论的代表者， 埃吕尔事实上也是把技术定义为软硬兼容的“方法”，
提出技术是“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理性地取得的并具有绝对有效性的手段总体”。［３］可以说， 把技术

理解为“手段”是对把技术理解为“工具”的内涵扩充， 其实质就是把软的方法和技巧纳入到技术的内涵

之中。 实际上， 解决把技术只是理解为实体工具的机械性弊病也可以通过对“工具”一词进行抽象化或

哲学化加工的方式来完成。 在对社会行动类型的探索中， 韦伯就提出了工具理性的概念， 实际上就是

采用抽象化的方式拓展了具体工具的内涵， 此处的工具主要也是指实现自身追求和目标的“条件”和“手
段”。［４］可以说， 对工具化技术认识的两种突破在实质上具有一致性， 它们都是把技术当做实现特定目

标的手段， 只是不去管这种手段是实体意义上的还是技法意义上的。 从影响来说， 是否认可技术工具

论， 可以直接影响是否认同技术只是影响教育手段的观点。 当前， 教育技术的不少研究者反对技术只

是影响了教育手段的观点， 就是根源于反对只把技术作为具体工具甚至作为概括化工具来理解的观点。
要是对只是把技术作为工具和概括化工具的观点进行更直接的反驳， 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是指出

现代技术早就超出了工具的范围和意义， 其已成为了系统、 装置或平台， 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或世

界； 二是指出技术即便作为手段， 其也不是单向服务于目的并完全受制于目的的手段， 而是影响甚至

塑造目的的手段。 在超越工具论来理解技术的方向上， 不少研究者都提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 “为
实现特定目标而运用知识与组织来生产客体和技法的人造系统” ［５］； “技术， 是一种生产方式， 是代表

机器时代的工具、 设备和发明物的总体， 因此， 它同时也是一种组织和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的方式，
一种流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表现形式， 一种控制与支配的工具” ［６］； “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来自

此前已有技术的新组合”“技术是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技术是实践和元器件的集成”“技术是可供

文化中利用的装置和工程实践的集合” ［７］。 事实上， 在超出工具论意义上来认识理解技术的人还有很

多， 海德格尔、 哈贝马斯、 芬伯格等人都是这个方面的深入探索者。 完全可以说， 当人们越来越多地

看到超越工具论技术观的不同观点之后， 再把技术当作只具有单一维度或单一层次内涵的概念已经越

发显示出不合理性， 因为当代的技术概念已经明显地具有了多层次性和多维度性。 在这种情况下， 建

立对技术概念的内涵系统才是更为合适的思路选择。
在建立系统理解技术内涵的思维框架上， 把技术本身和技术应用区分是一种非常基础的思路。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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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技术研究者罗津对技术做了一个理解的框架， 在其中区分了技术生产活动、 技术应用活动、 技术

创造（注： 可视为技术本体）和技术环境。［８］ 美国研究者伊德在解读“人—技术”的现象学关系中， 提出

了“人—技术—世界”的分析框架。［９］在伊德的这个框架中， 技术的意义可以分别在与人、 与世界的关系

中得到把握。 虽然， 两位研究者提出的框架看起来有很大的不同， 但他们确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共同思

路： 把技术自身和技术的影响应用分开， 并且把技术的影响应用分为使用者个人与社会文化两个方向

来理解。 由此而来， 这里就可以构建出对技术的一个内涵理解系统框架： 在内核上， 技术是为实现特

定目标而基于信息、 经验、 知识和组织而发展出来的手段； 在应用上， 技术既可以帮助个体实现特定

目标并同时对个体自身进行影响， 又可以参与组织社会的政治、 文化和社会关系。 基于这个认识理解

框架， 以往受到争议的多种技术定义基本上都可以找到自身的具体位置， 并且也能与不同的定义形成

积极的整体关系。 正是在能够对技术进行更大格局和更多层次认识理解的基础上， 关于技术在何种水

平和范围上影响教育发展的问题才能突破原有的争议局势， 从而进入到更可能得到高位而整体探讨的

新空间。

二、 技术对教育发展的三种力量及其探索

按道理来说， 回答技术在何种水平和范围上影响教育发展的问题， 不应该只有“应然”的角度， 还

要有“实然”的角度。 实际上， 这样的二元思维虽还不足够应对更复杂多样的事物， 但还是能够常常为

陷入单一思路僵局的问题带来新的探索希望。 以解决信息技术为何没有深刻影响教育的“乔布斯之问”
为例， 相当多的研究者更倾向于从如何让信息技术更深刻影响教育世界的角度来设计筹划， 但信息技

术是否真没有深刻影响教育世界的实际情况探索常常被忽略了。 如果可以确认信息技术深刻影响教育

本身总体上就是一个慢节奏的过程， 或者可确认信息技术已经开始具有深刻影响教育世界的隐性现实

趋势， 那“乔布斯之问”所带来的困惑就可以大大缓解了。 所以， 回答技术在何种水平和范围上影响教

育发展的问题， 既要有确认现实的角度， 又要有怎么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角度。
根据对技术已经确定的认识理解框架， 技术对教育发展应该或可能产生多层次和多方面的可大可

小的影响， 具体上可以或已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技术丰富和升级着教育手段， 技术提升和改变着教

育主体的行动效能和生命形态， 技术影响和转变着教育世界的组织方式。
（一）技术丰富和升级着教育手段

虽然， 很多人会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方面是唤醒人的灵魂、 培育人的心灵或涵养人的人格， 但这些

想法并不能让人否认教育在现实上还是一种社会活动， 高质量的教育活动需要在资源、 条件和方法上

的有力支撑， 这就是技术对教育发展最为根本和内核上的影响。 认同“乔布斯之问”的人可能会认为技

术还没有对教育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但这种看法明显缺少了教育发展的历史视野。 学者郭文革在历史

追溯中就看到了技术在教育发展历史中起到的划时代作用， 技术发展的阶段性完全可以标注着教育历

史发展的阶段性， 在教育历史发展中最具标志性的技术化阶段性有“口传时期”“手写文字”“印刷文字”
“电子传播”和“数字传播”。［１０］可以说， 这个研究相当直接地表明技术在历史上为教育发展带来的方法

支撑作用， 同时也意味着教育得到了与不同技术方法相对应的资源保障。 这样的历史道理和逻辑在当

代教育发展的现实中也能得到明确的印证和再现， 数字化的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就为当代教育发展提

供了更多新方法和新资源， 使教育者得到了不曾拥有的传授指导、 沟通交流、 分析解释、 评价促进等

维度上的新教育方法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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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影响教育手段方面， 主要的探索方式可以有两个方向： 促进方向和透视方向。 在促进技术

影响教育手段方面， 主要的探索内容有： 开发新的和改进已有的教育技术， 开发和更新与特定教育技

术匹配的教育资源， 把已有的技术及其配套资源应用到教育中， 等等。 在透视技术影响教育手段方面，
主要的探索内容可以有： 对教育实践历史和现状中的教育方法和资源进行研究分析， 对教育方法和资

源的变革状况进行调查分析， 对教育者实际应用的教育方法和资源状况进行调查分析， 等等。
（二）技术提升和改变着教育主体的行动效能和生命形态

虽然不少人一直认为技术依附于人， 但这并不是人类与技术关系的全部， 今天不难看到人被技术

压制甚至被奴役的现象。 事实上， 在人对技术的应用中， 多方面的影响都在事实上发生着， 人在教育

领域中对技术的应用过程也同样符合这种情况。 在最为直接的层面上， 教育主体对技术的应用可以提

升行动效能， 这一点在教学水平的历史发展中可以得到更为直接的展现。 当代的教学工作之所以能够

实现宏大的规模、 丰富的内容和显见的高效率， 本身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主体积极使用各种教育

技术的结果。 虽然， 当前还不能确切说那些高水平的教育主体只是因为掌握很多教育技术方法和资源

而优秀， 但也应该可以说高水平的教育主体总体上确实掌握了更多和更精良的教育技术方法和资源。
与提升行动效能的显性层面相比， 技术在更深层上会影响着教育主体的生命形态。 法国技术哲学学者

斯蒂格勒深入探索了技术的人类和生命意义， 指出： “技术作为一种‘外移的过程’， 就是运用生命以外

的方式来寻求生命。” ［１１］这个观点可以启发着人们看到， 对技术的掌握情况本身就影响着不同教育主体

的生命价值实现程度和方式， 即技术改变着教育主体的生命形态。 虽然， 这样的道理听起来似乎比较

抽象或深奥， 但在联系到当代教师的不同职业生命状态之后就应该可以相对容易理解了。 从具体的道

理来说， 对技术的掌握水平会影响教育主体的外在认知和内在认知， 也会影响着生命价值的定位， 还

会影响着生命价值的实践方式。 可以说， 不掌握丰富技术内容的教育主体在教育生活中更可能以更局

限的方式追求着更虚空的价值目标， 最终也多只能展现出更为单薄和局促的生命形态。
在技术对于教育主体的影响方面， 促进与透视方向的探索都是重要的， 但这些探索在不少方面也

是紧缺的。 在促进方面， 主要探索的内容可以有： 提升教育主体对教育技术及相应资源的使用水平，
为教育主体的核心或紧迫工作筹划教育技术及相应资源的新应用， 启发和激励教育主体在教育技术的

掌握和影响中改进生命实践， 等等。 在透视方面， 主要的探索内容可以有： 调查分析教育主体应用教

育技术来提升行动效能的情况， 调查分析教育主体实践效能水平受教育技术应用情况的影响程度， 调

查分析教育主体生命形态与教育技术理解应用之间的内在关系， 等等。
（三）技术影响和转变着教育世界的组织方式

一些教育技术研究者对有人只把教育技术当作教育工具的观点不满， 其中最为主要的依据是现代

技术和教育技术是集成化或组合化的状态， 它们不再只是服务于个体化目的的原始手段和工具。 实际

上， 对现代技术和教育技术的这种看法是非常符合近代以来技术发展状态和趋势的： 一方面， 技术在

发展中通过不断组合原有的和相关的技术模块而变得越来越复杂， 经常超出了人类个体的掌握范围；
另一方面， 遍布于人类各种活动中的技术模块会因为自身的组合性或可组合性而生成系统， 从而使现

代技术获得了相对于人类个体甚至人类群体的独立性。 这样的现代技术特征和趋势既在芒福德的“机器

体系”称呼中得到印证， 也在阿瑟对现代技术组合性的探索中得到确认。 正是在信息技术于教育中已经

具备组合性和已结成体系的背景下， 王志军和陈丽把“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本体论概括为联通主义， 并

提出这个意义上的联通“将重构今天的教育体系， 实现教育领域的颠覆性创新”。［１２］ 事实上， 这个研究

也概括地反映了当代教育技术对教育世界的整体而深刻影响。 在各个教育主体和教育领域普遍应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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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技术的背景下， 现代教育技术也因为本身就具有的集成性、 组合性和系统性， 使对个体的影响和局

部的影响转变成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在韦伯认为人类活动都含有技术元素观点的启发下， 具有集成性、 组合性和系统性的现代教育技

术可以被相信会融合于教育世界的各个系统层面， 自身因此也会成为和教育世界其他各个系统并列的

技术系统。 实际上， 这样的理论观点正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现实， 当代教育世界已经表现出被现代教育

技术全方位、 系统性影响的现实和趋势。 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现代教育技术影响着教育世界的组织

方式。 在教育世界的行政管理层面， 网络化、 大数据和智能化已经成为明显的趋势和特征； 在教育世

界的文化层面， 对效率和持续进步的追求已经成为更广泛共识的价值观； 在教育世界的人际关系层面，
群组化的联结形态和追求独异性的个体需求构成了基本的框架。 这些都可以视为教育世界被现代教育

技术深刻影响的结果， 也是在技术和教育技术影响下教育世界的新组织方向和方式。
在对技术影响着教育世界组织方式的探索上， 助推和透视两个方面的探索还是非常需要的， 也是

要多向度实施的。 在助推方面， 主要的研究内容可以有： 使用教育技术助推教育行政管理变革， 使用

教育技术助推教育文化进化， 使用教育技术助推教育人际关系的改良， 等等。 在透视方面， 主要的研

究内容可以有： 理解和审视教育技术对教育行政管理系统的渗透， 理解和审视教育技术对教育文化生

态的投身， 理解和审视教育技术对教育中人际关系的形塑， 等等。 在透视类型的探索中， 理解技术在

现实中对教育世界的管理、 文化和人际关系层面产生了什么影响， 以及审视这些影响的合理性， 都是

最为重要的。

三、 教育全面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力量发展原则

不管当代教育界人士对技术力量有多大的态度差异， 但在争取更大教育发展的问题上是更容易取

得共识的。 虽然， 今天依然有教育界人士比较愿意进入一种田园诗般的悠闲教育， 但在大多数人眼中

即便是人类本身也都需要在不断发展的轨道上前行。 在当代， 不断追求前行的教育发展之路在根本上

就是教育现代化之路。 虽然， 教育现代化可以有着多样的理解， 但《现代教育论》一书的作者们在马克

思主义教育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探索具有比较重要的指向意义， 其具体指出“社会化大工业生产为基

础”“现代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为教育内容”“现代技术为教育手段”等方面构成了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特

征与发展方向。［１３］从这个基础来看， 当代教育的发展就是教育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 也是教育现

代化特征不断明显和强化的过程。 教育现代化的实质可以被视为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 而变化本

身需要充分的力量作为动力基础， 因此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开发和使用影响教育的多种力

量的过程。 当前， 对技术在教育发展中作用的思考与实现需要在这个大背景下得到进一步阐发和明晰。
从现实来看， 教育发展的影响力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技术力量只是推动教育发展的众多力量中

的一种。 事实上， 学界在对教育发展变化的推动力探索时常会以“教育变革”作为核心概念， 学界对教

育变革推动力的研究经常会聚焦到全球化、 文化、 技术、 经济等因素。 学者郑金洲就特别关注到文化

对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 提出： “多元文化的出现和激荡， 使教育面临一系列新的变化。” ［１４］ 学者冯建

军和尚致远特别关注到全球化带来的人类主体性类型变化及其教育影响， 走向类主体是这其中基本的

方向。［１５］事实上， 黄济和王策三等人在对现代教育的研究中就特别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对教育的

根本推动作用， 以此作为解读现代教育的根本视角和入口。 近年来， 由于人类世界中的新技术革命态

势以及教育世界中的技术飞速革新， 技术力量对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受到关注， 这个关注的视角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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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经明显超出了传统的教育技术研究圈， 开始在更广阔的教育研究世界中涌现。 技术力量在当代受

到教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既出于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划时代影响力显现的原因， 又出于技术为教育发

展带来的巨大压迫力和风险的现实。 正是在技术已为教育发展带来的不可忽视的推动性、 压迫性和风

险性交织显现中， 技术力量无论是作为教育发展的力量源泉还是作为教育发展需要防范的风险或对抗

的直接阻力， 都有明显的理由得到教育研究更大的关注度。
在对教育发展中技术力量的多样化关注中， 当代教育发展与技术的密切关系相对得到了更多共识，

但令关注者们产生更多分歧的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是技术对当代教育发展的力量是否为主导性的力量，
二是技术对当代教育发展的力量是否为全面积极的力量。 在第一个问题上， 当代教育研究界经常出现

把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概括为“重构”“重塑”甚至是“转变教育本质”的说法， 这类说法事实上也引起了不

少争议。 在争议中， 反对这类说法的一方经常会承认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强大影响力， 但是在根本上不

认可技术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或决定力量， 也在多数时候不会认为当代教育的本质已经

被新技术所彻底转变。 不少反对方会指出， 相对于传统教育， 当代教育即便在受技术全方位影响下依

然保有着推动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活动之核心实质。 在第二个问题上， 当代教育研究界经常出现被人称

之为“保守与激进”“恐惧与狂热”的两极对立观点， 其实质都是单向看到技术对教育的消极影响力或积

极影响力。 如此看来， 如何对待当代教育发展中技术力量的问题从根本上需要从已经纷繁复杂的整体

态势中柔韧穿行。
在教育实现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 对待技术力量需要坚持在更加普遍的视野中高位把握其动态变

化的原则， 坚持以世界之中的人类全面发展为中心是需要守护的核心立场。 事实上， 关于教育发展中

技术力量的主要认识分歧在根本上就是关于人在教育世界中的定位分歧与争议， 两个大的争议问题由

此可以解读为： 技术力量是否能超越其他相关力量主导人类教育活动； 在教育世界中人的主体需要是

否应该为中心。 事实上， 这两个争议问题折射出这个领域对人的认识常常还不够清晰细致， 也还没有

足够深入考虑教育世界的特质。 从对人的认识理解及其在教育中的定位来说， 影响教育发展的其他相

关力量与技术力量是具有交叉内涵的， 教育世界中对人的关注是以人类发展为中心的。 虽然， 这里没

有对此认识理解做更深入的论证建构， 但目前的这些认识理解已经可以被尝试作为出发点来进一步探

索把握技术力量的主要动态原则。 由此出发， 在教育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把握技术力量的主要原则可

以有四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 教育中对技术力量的筹划和使用要以推动世界之中的人类全面发展为中心。 虽然， 现代性

社会的很多弊病让人们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 但是以世界之中的人类为中心依然可以是人类自

身去认识和筹划世界的一种合理视角。 对于教育发展来说， 对技术力量的筹划和使用不是只为了个别

的人、 片面的人、 现时代的人、 自大的人类等方面追求的价值与需求， 而是要着眼于推动世界之中的

人类全面发展。 对这个方面的具体把握也可以从否定的角度入手， 凡是因单纯服务个别的人、 片面的

人、 现时代的人和自大的人类而在教育中筹划和使用技术力量的思路和做法， 都是可以质疑甚至反对

的。 例如， 当代教育中出现了使用一些技术明显是为了服务具有压抑学生主体性意图的人， 那么这种

技术力量应用就是需要质疑和反对的。 可以说， 这里的“中心”一词主要表达了价值原点和根本原则的

意思， 意在为这个主题的所有事务树立根本的坐标和方向。
第二， 教育中对技术力量的筹划和使用不以战胜或取代其他力量为重要目的。 即便竞争在科技发

展中有利于激发人类不断超越的热情和精神， 但是积极的竞争依然是有严格限度的， 不能主要为求胜

或主要为击败其他方面而竞争常常是高层次竞争的必然要求。 在教育中， 对技术力量的筹划和使用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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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客观上会影响教育中其他力量的筹划与使用， 但是取代或主导其他力量不能够成为筹划和应用技

术力量的重要目的。 事实上， 在教育发展中， 政治、 经济、 文化、 人口和个体的主体力量都是能够发

挥积极作用的力量， 而且技术力量也确实时常与这些方面的力量交合在一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想推动技术力量战胜或取代这些力量更只会显示出短视的追求和定位。 有些时候， 在竞争中追求战胜

或取代其他方只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地盘”， 这样的追求如果出现在教育中更可能是教育发展的风险与

可悲之处。
第三， 教育中对技术力量的筹划和使用要追求与其他力量有机结合。 从内涵与现实来看， 技术与

教育中的其他力量经常不是无关的， 而是交叉的或可结合的。 在教育发展中， 师生个体的主体力量会

因为得到技术的支持而强大， 教育中的政治、 经济、 文化也会因为自身层面中的技术积极摄入而不断

升级。 因此， 在教育中， 对技术力量的筹划和使用要追求与其他力量的有机结合， 通过筹划和使用技

术力量而改进和升级教育中的政治、 经济、 文化、 人口和个体主体力量是非常需要追求的状态， 这可

以在充分发挥技术直接力量的同时来使其对教育的作用通过这种间接方式实现长期化和整体化。
第四， 教育中对技术力量的筹划和使用需要得到持续的自省、 反馈与校正。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这样的道理用在对技术的认识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技术作为一个内核为行动方式的要素， 本身也只是

一种类型的行动方式， 至少艺术不是技术概念完全能涵盖的方面。 在整个行动世界中， 行动的方式并

没有涵盖行动所有相关的方面或要素， 例如行动中的原材料因素就不能轻易说被完全涵盖其中。 因此，
在教育中对技术力量的筹划和使用要有持续的自省、 反馈和校正： 自省的内容主要是技术力量的自身

有限性和特性； 反馈的内容主要是技术力量筹划和使用所带来的现实反映和效果； 校正的内容主要是

技术力量的原筹划思路和使用方式。 虽然技术产品和技法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但技术因其自身在追

求和行动上的倾向性可以被看作为一个汇集技术应用者、 设计者和改造者某方面追求和行动特点的“化
身”或“代理人”。 这种视角下的技术有机性就意味着技术本身需要高质量的生存和生长， 因此也就需要

自身不断的反省、 反馈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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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ｖｉｒｔｕｅ． Ｆｒｕｇ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ａ ｖｉｒｔｕ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ｔｏ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ｃｒｉ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ｆｒｕｇ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ｆｒｕｇａｌｉ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ｒｕｇ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ｇｏｏｄ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ｅｌｐ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ｌｅａｄ ａ ｒｉ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ｉｆｅ，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ｍ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ｄａｉｌｙ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 ｉｎ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ｓｏｕ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ｍ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ｕｇａｌｉｔｙ； Ａｉｍ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Ｄｏ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ＹＵ Ｑｉｎｇｃｈｅｎ）

Ｐａｇｅ 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ｗ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ｍａｎｙ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ｐ ｔｏ ｎｏ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ｃｏｒ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ｎｏｔ ｏｎ 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 ｏｒ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ｒｓｕ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ｅａｎ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Ｈ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ｓ
Ｏｎ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 （ＡＩ Ｚｉ）

Ｐａｇｅ ２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ｏｆｔｅｎ ｓｔｉｃ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ｌｙ ｐｏ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ｔ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ｒｘ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ｈｉｓ Ｔｈｅｓｅｓ Ｏｎ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ｂ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ｐａｙ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ｏｒ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ａｃ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ｕ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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