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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学媒体应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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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现代教学媒体的应用历程做了简要的回顾，分析和探索教学媒体在现代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提高媒体教学应用效能的几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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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ider of Applying Modern Media in Teaching
【Abstract】Based on the review of applied course of modern media in teaching, we analyzed the major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pplication of media in the modern teaching.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pplied benefit of teaching with media method are 
also enhanc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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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媒体的教育功能和对教育的能动作用，已被其迅速 教学实验来验证其有效性，最后又利用实验数据作为评价参
发展及广泛使用所证明。但是，教学媒体技术本身是不可能 考的软件实在不多。因而经常可以听到教师们抱怨软件不好
主动提高教学效果的，只有依靠理念、方法等智能因素的协 用。现实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状况：
同作用，才能充分体现和发挥教学媒体的教育功能；只有依 （1）拿来主义型（将就现成的教学课件安排教学内容
靠人的合理应用，才能利用教学媒体技术实现教学目的。在 或教学过程）；（2）哗众取宠型（只是媒体技术展示的组
教学媒体技术不断更新换代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媒体技术 合，缺乏实际教学内容）；（3）喧宾夺主型（过于强调情
的应用进行深入的思考，使现代教学媒体在教学中发挥更大 境的刺激，影响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关注）。
的作用。 如何来评价一个教学课件？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学习资

源从其教学性上给予的评价，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一、教学媒体的应用历程
就全球而言，现代教学媒体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 学过程、教学效果的评价等内容；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计

展的。早在十九世纪末，幻灯作为新型媒体技术就进入了教 算机应用软件从软件工程质量角度给予的评价，包括操作简
育领域，以后逐步从幻灯发展到广播，到录音、电影、电 易性、控制灵活性、运行稳定性、存储安全性、跳转准确
视。1913年爱迪生就曾预言：“十年以后，我们的学校系统 性、容错能力、兼容性等内容。因此，也可以说，教学课件
将彻底改观。”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随着技术的进一步 的评价体系应当由教学课件的教学特征评价和计算机软件的
发展，广播、录音、电影开始在教学中应用。四十年代电影 技术特征评价两部分组成，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又相互制
在教育领域中曾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但由于成本高、制作 约的。然而对于多媒体教学课件的使用者——教师和学生来
复杂，使得它在四十年代末让位于电视等更为经济方便的媒 说，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教学课件的教学性，况且教学课件的
体，随后便退出了教学领域。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电视真 教育价值也主要由课件的教学性所决定。
正进入教学领域是在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虽 建立教学课件的评价标准是教学媒体应用的基础，考虑
然CAI效果并不明显，可整个八十年代全球仍掀起了计算机 诸多方面的元素，依照元素的职能可大致划分为三类：
辅助教学的热潮。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由于计算机多媒体技 （1）教学信息类，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
术和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 略、学习策略等；
学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直到今天，人们一直追寻的新型 （2）界面组成类(或称信息载体类)，包括文本、图
教学媒体仍然是基于计算机的多媒体教学技术和网络远程教 像、视频、音频、色彩、构图等；
学技术。 （3）技术构成类，包括交互、导航、跳转等。

在我国，电影、广播等教学媒体于三十年代开始进入课 所有这些元素的特性以及元素的组合应用特性共同决定
堂教学，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期，幻灯、录音、电影也开 了课件的教学特性。
始进入城市里中小学校。教育部门曾经提出过“三年普及幻 评价教学课件的教学特征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一
灯”的口号，购置了大批电影设备，但录像技术引出之后， 种方式是根据课件构成要素的形式建立评价标准，从教学内
电影放映教学很快被淘汰。在八十年代初期开展了CAI的应 容、用户界面设计、框架结构设计（网络软件）等方面组织
用与实践，并进行了多媒体优化组合教学的实验，但在全世 评价内容；另一种方式是根据构成要素所表达的教学意义建
界计算机热潮的冲击下，实验成果还没来得及全面推广，多 立评价标准，从教学课件对学习的潜在影响（策略性、动机
媒体计算机教学、智能教学系统、虚拟现实教学等就已取而 性、迁移性）组织评价内容。
代之。 2、教学媒体的研究

纵观现代教学媒体的发展过程，人们都为之投入了极大 教学媒体的研究不是教育技术的核心，但却是和教学实
的兴趣和热情，“几乎每一种新媒体都是在人们的一片欢呼 践紧密联系的。众所周知，由于每一种新媒体产生并用于教
声中进入教育领域的”。我们一直在追随着最新媒体的脚 育领域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对教学媒体的专门研究
步，憧憬着应用媒体的初衷能够实现，但当我们冷静下来， 也必然会滞后一段时间。由于被实用于教学领域中的大部分
反思以往的研究和实践应用，现实与我们的预期相差甚远。 媒体，都需要使用者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目前在教育技术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需要认真分析，深究影响教 理论框架中，虽然含有教学媒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但涉及
学媒体应用及其效能的原因。 的只是有关教学媒体的发展、分类，以及各类教学媒体的特

点、选择原则、应用原则等条条框框的东西，而在如何与教二、对教学媒体若干问题的讨论分析
1、教学课件的实用性 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具体相结合方面几乎是空白。
多媒体教学课件具有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的多媒体 因此，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许多被新技术包装的教学媒

组合特性，其重大的教学意义恰在于能够创设形象直观、丰 体产品和打着各种先进软件应用旗号的研究论文。结合具体
富而深刻的学习情境，能优化学习过程，提高学习绩效。尽 教学活动如何开展教学媒体的应用研究，还需要教育研究
管多媒体教学课件形式多样，如以系统性为特征的课件，以 者，以及广大教学的实践者——教师们的积极探索。
基元性为特征的积件，基于单机的多媒体教学光盘，基于网 3、教学媒体的应用
络的网络教学课件等，然而其基本功能都在于使学习者实现 教学媒体必须要通过教师的教学应用才具有说服力。但
有效的学习。因此，教学课件必须具有实用性。 目前现代教学媒体在基础教育应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技术的进步使各种教育课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 有的是媒体设施被闲置，只当“摆设”；有的是以“观摩
既符合教学要求又能被教师在教学中有效地解决实际教学问 课”、“示范课”、“公开课”等方式成为教学的点缀；有
题的太少。尤其是当今新技术的复杂性和融合性，加大了教 的是为“炫耀”媒体技术功能，过度使用而使课堂呈现“虚
育软件的开发难度。因此既重视前期的设计和开发，又经过 假的繁荣”，学员看过就算学过；有的是以落后的教学思想

利用21世纪技术，使“满堂灌”变成了“电子灌”，让“鼠 术本身。可见，教学媒体本身不能决定教学效果，教学效果
标”牵着鼻子走等。由教师自行制作教学课件是极其耗时费 的到位程度主要取决于教师对教学媒体的应用能力。要提高
工的，教师在教课之余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制作高质量 教师应用教学媒体的能力，尤其是当今先进的计算机多媒体
的媒体教学课件，最后不了了之，甚至以简单的提纲式幻灯 技术和网络技术，就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而如何对教师进
片就当作所谓的多媒体教学。 行培训，许多人误认为信息技术操作能力是关键，可有关研

种种现象表明，现代教学媒体技术与日常课堂教学应用 究已表明教师的信息技术操作能力，对于在教学中自觉使用
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也就形成了限制教学媒体有效 信息技术并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如
应用的恶性循环。 果把重点放在学习教学媒体的操作技能上，则可能永远跟不

本人认为，目前教学媒体没有得到有效应用的主要原 上媒体技术的发展步伐。所以教师的主要工作不仅是学习媒
因，是与应用实践相吻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积累不够，未能 体的操作技术，更重要的是将教学理念转化为教学实践。教
建立一套符合教学实践的方法和标准；另外，技术培训的缺 师只有认识到教学媒体在教学活动中应用的优点，才能从内
失，也是难以发挥媒体技术优势的重要原因，教师缺乏培训 心接纳新媒体技术，并自觉地积极地应用于教学实践。 　　
就很难渡过技术应用的瓶颈期，自然难达到像用粉笔加黑板 3、教学媒体的应用设计因素
那样自如地将教学媒体用于日常课堂教学。 教学媒体的应用设计是应用研究的重点，只有这样才能

发挥媒体效益和取得最佳教学效果。例如有关媒体的使用条（1）媒体技术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数学课程的特点是内容抽象，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怎样 件，适用的目标，可能产生的预期和非预期的学习结果，以

做才能生动形象，是数学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经常思考的问 及某种媒体或某些媒体的组合适用于解决哪类教学问题，在
题。媒体技术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媒体能把问题具体 什么条件下造成哪些新的问题等，这些都需要进行长期、有
形象地展示给学员，使学员从中体验形象与抽象的关系。在 理论指导、有客观标准的研究。
数学教学中，应用媒体技术，能增加教学容量，增加情景设 美国学者把现代教育称之为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的技术教
计，节省板书时间，提高学员的数学素养和应用能力。在 育，现代教育离不开媒体技术的支撑。而支撑媒体技术的应
《三角函数在单位圆上的表示法》的教学中，将一些概念通 用，首先是与其同步发展的理念，然后才是物化了的媒体。
过动感的画面展示给学员，会便于理解、便于记忆。结合本 教学的深化改革需要媒体做技术支撑，而媒体作为技术的升
节内容，适当地运用动画和声音制作本节课的演示模式课 华需要理论做指导，这才是科学的媒体教学观。
件，并适当地运用动感画面和声音来调节学生的学习氛围， 四、结束语
在上课前通过媒体播放一首音乐，让学员在专心致志地欣赏 教学系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若不协调好教学与媒
中达到情感智商的提高，有利于学员数学思维的发展。在讲 体技术、教学艺术的关系，只是单从教学资源建设、媒体设
解单位圆概念的过程中，可以设计一个长度为1的半径旋转 备、技能培训等方面入手，很难有根本性突破。要真正实现
形成单位圆，使单位圆的概念形象地印在学员的脑子里，不 现代教学媒体在教学活动中的有效应用：
容易被遗忘，且所用的时间要比传统的教师在黑板上讲授的 1、必须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媒体技术为本；
时间减少很多。在学员观看时，结合教师课题讲解，使学员 2、从实际的教学需要出发，而不是从媒体技术出发。
对三角函数在单位圆上的表示法从抽象的过程结合动感图像 只有将教学过程中各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充分、
的对比达到深刻理解。 合理、有效地发挥媒体技术的效能和优势，从而达到优化教

学活动的目的。（2）常见的数学课件的模式
①演示(Demonstrating)模式
这种模式是在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应用媒体技术的功

能，将数学教学的重点概念，抽象的定义以多媒体的形式形
象、生动地展示给学员，有利于学员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

②人机交互(Tutorials)模式
除了课堂演示模式的数学课件之外，还应为学员提供人

机交互模式的课件，供学员进行练习和评估，设计出能让学
员进行人机交互活动的界面，这种模式是让计算机扮演教师
的角色，进行个别化教学活动。

③考核(Testing)模式
这种模式是通过考试的形式来训练和强化学员某方面的

知识和能力。一般由计算机提出问题，让学员回答，然后计
算机判断学员回答是否正确。这类课件设计涉及题目的编
排，学员回答信息的输入，判断回答以及反馈信息，记录学
员成绩等。

三、提高教学媒体应用效能的主要因素
本人认为妨碍现代教学媒体推广和有效应用的不仅是技

术或经济方面的原因，还有心理的、组织的、政治的、文化
等方面的原因，在此提出几点提高教学媒体应用效能的主要
因素。

1、决策者的决定性因素
库本教授在《教师与机器：1920年来教学技术在课堂中

的使用》一书中指出：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电影，广播，还
是电视教育节目，这些教育技术都未能在课堂中得到真正的
推广，原因在于教师考虑问题的角度往往不同于教育政策的
制定者。随着技术的发展，教学媒体的科技含量越来越大，
教学成本也越来越高，媒体技术的贬值速度也越来越快。所
以当包含高新技术的媒体产品引入教育中时，一旦决策失
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对教学媒体的
引入与利用进行整体规划，才能提高投资的回报和效益，而
不是在盲目崇拜指引下的盲目实践。因此，决策者的决定是
首要因素。

2、教师是关键性因素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表明，一项技术（或者一种

工具）应用于教学的效果取决于使用者如何使用，而不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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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如何来评价一个教学课件？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学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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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1913年爱迪生就曾预言：“十年以后，我们的学校系统 性、容错能力、兼容性等内容。因此，也可以说，教学课件
将彻底改观。”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随着技术的进一步 的评价体系应当由教学课件的教学特征评价和计算机软件的
发展，广播、录音、电影开始在教学中应用。四十年代电影 技术特征评价两部分组成，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又相互制
在教育领域中曾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但由于成本高、制作 约的。然而对于多媒体教学课件的使用者——教师和学生来
复杂，使得它在四十年代末让位于电视等更为经济方便的媒 说，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教学课件的教学性，况且教学课件的
体，随后便退出了教学领域。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电视真 教育价值也主要由课件的教学性所决定。
正进入教学领域是在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虽 建立教学课件的评价标准是教学媒体应用的基础，考虑
然CAI效果并不明显，可整个八十年代全球仍掀起了计算机 诸多方面的元素，依照元素的职能可大致划分为三类：
辅助教学的热潮。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由于计算机多媒体技 （1）教学信息类，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
术和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 略、学习策略等；
学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直到今天，人们一直追寻的新型 （2）界面组成类(或称信息载体类)，包括文本、图
教学媒体仍然是基于计算机的多媒体教学技术和网络远程教 像、视频、音频、色彩、构图等；
学技术。 （3）技术构成类，包括交互、导航、跳转等。

在我国，电影、广播等教学媒体于三十年代开始进入课 所有这些元素的特性以及元素的组合应用特性共同决定
堂教学，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期，幻灯、录音、电影也开 了课件的教学特性。
始进入城市里中小学校。教育部门曾经提出过“三年普及幻 评价教学课件的教学特征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一
灯”的口号，购置了大批电影设备，但录像技术引出之后， 种方式是根据课件构成要素的形式建立评价标准，从教学内
电影放映教学很快被淘汰。在八十年代初期开展了CAI的应 容、用户界面设计、框架结构设计（网络软件）等方面组织
用与实践，并进行了多媒体优化组合教学的实验，但在全世 评价内容；另一种方式是根据构成要素所表达的教学意义建
界计算机热潮的冲击下，实验成果还没来得及全面推广，多 立评价标准，从教学课件对学习的潜在影响（策略性、动机
媒体计算机教学、智能教学系统、虚拟现实教学等就已取而 性、迁移性）组织评价内容。
代之。 2、教学媒体的研究

纵观现代教学媒体的发展过程，人们都为之投入了极大 教学媒体的研究不是教育技术的核心，但却是和教学实
的兴趣和热情，“几乎每一种新媒体都是在人们的一片欢呼 践紧密联系的。众所周知，由于每一种新媒体产生并用于教
声中进入教育领域的”。我们一直在追随着最新媒体的脚 育领域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对教学媒体的专门研究
步，憧憬着应用媒体的初衷能够实现，但当我们冷静下来， 也必然会滞后一段时间。由于被实用于教学领域中的大部分
反思以往的研究和实践应用，现实与我们的预期相差甚远。 媒体，都需要使用者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目前在教育技术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需要认真分析，深究影响教 理论框架中，虽然含有教学媒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但涉及
学媒体应用及其效能的原因。 的只是有关教学媒体的发展、分类，以及各类教学媒体的特

点、选择原则、应用原则等条条框框的东西，而在如何与教二、对教学媒体若干问题的讨论分析
1、教学课件的实用性 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具体相结合方面几乎是空白。
多媒体教学课件具有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的多媒体 因此，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许多被新技术包装的教学媒

组合特性，其重大的教学意义恰在于能够创设形象直观、丰 体产品和打着各种先进软件应用旗号的研究论文。结合具体
富而深刻的学习情境，能优化学习过程，提高学习绩效。尽 教学活动如何开展教学媒体的应用研究，还需要教育研究
管多媒体教学课件形式多样，如以系统性为特征的课件，以 者，以及广大教学的实践者——教师们的积极探索。
基元性为特征的积件，基于单机的多媒体教学光盘，基于网 3、教学媒体的应用
络的网络教学课件等，然而其基本功能都在于使学习者实现 教学媒体必须要通过教师的教学应用才具有说服力。但
有效的学习。因此，教学课件必须具有实用性。 目前现代教学媒体在基础教育应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技术的进步使各种教育课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 有的是媒体设施被闲置，只当“摆设”；有的是以“观摩
既符合教学要求又能被教师在教学中有效地解决实际教学问 课”、“示范课”、“公开课”等方式成为教学的点缀；有
题的太少。尤其是当今新技术的复杂性和融合性，加大了教 的是为“炫耀”媒体技术功能，过度使用而使课堂呈现“虚
育软件的开发难度。因此既重视前期的设计和开发，又经过 假的繁荣”，学员看过就算学过；有的是以落后的教学思想

利用21世纪技术，使“满堂灌”变成了“电子灌”，让“鼠 术本身。可见，教学媒体本身不能决定教学效果，教学效果
标”牵着鼻子走等。由教师自行制作教学课件是极其耗时费 的到位程度主要取决于教师对教学媒体的应用能力。要提高
工的，教师在教课之余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制作高质量 教师应用教学媒体的能力，尤其是当今先进的计算机多媒体
的媒体教学课件，最后不了了之，甚至以简单的提纲式幻灯 技术和网络技术，就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而如何对教师进
片就当作所谓的多媒体教学。 行培训，许多人误认为信息技术操作能力是关键，可有关研

种种现象表明，现代教学媒体技术与日常课堂教学应用 究已表明教师的信息技术操作能力，对于在教学中自觉使用
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也就形成了限制教学媒体有效 信息技术并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如
应用的恶性循环。 果把重点放在学习教学媒体的操作技能上，则可能永远跟不

本人认为，目前教学媒体没有得到有效应用的主要原 上媒体技术的发展步伐。所以教师的主要工作不仅是学习媒
因，是与应用实践相吻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积累不够，未能 体的操作技术，更重要的是将教学理念转化为教学实践。教
建立一套符合教学实践的方法和标准；另外，技术培训的缺 师只有认识到教学媒体在教学活动中应用的优点，才能从内
失，也是难以发挥媒体技术优势的重要原因，教师缺乏培训 心接纳新媒体技术，并自觉地积极地应用于教学实践。 　　
就很难渡过技术应用的瓶颈期，自然难达到像用粉笔加黑板 3、教学媒体的应用设计因素
那样自如地将教学媒体用于日常课堂教学。 教学媒体的应用设计是应用研究的重点，只有这样才能

发挥媒体效益和取得最佳教学效果。例如有关媒体的使用条（1）媒体技术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数学课程的特点是内容抽象，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怎样 件，适用的目标，可能产生的预期和非预期的学习结果，以

做才能生动形象，是数学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经常思考的问 及某种媒体或某些媒体的组合适用于解决哪类教学问题，在
题。媒体技术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媒体能把问题具体 什么条件下造成哪些新的问题等，这些都需要进行长期、有
形象地展示给学员，使学员从中体验形象与抽象的关系。在 理论指导、有客观标准的研究。
数学教学中，应用媒体技术，能增加教学容量，增加情景设 美国学者把现代教育称之为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的技术教
计，节省板书时间，提高学员的数学素养和应用能力。在 育，现代教育离不开媒体技术的支撑。而支撑媒体技术的应
《三角函数在单位圆上的表示法》的教学中，将一些概念通 用，首先是与其同步发展的理念，然后才是物化了的媒体。
过动感的画面展示给学员，会便于理解、便于记忆。结合本 教学的深化改革需要媒体做技术支撑，而媒体作为技术的升
节内容，适当地运用动画和声音制作本节课的演示模式课 华需要理论做指导，这才是科学的媒体教学观。
件，并适当地运用动感画面和声音来调节学生的学习氛围， 四、结束语
在上课前通过媒体播放一首音乐，让学员在专心致志地欣赏 教学系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若不协调好教学与媒
中达到情感智商的提高，有利于学员数学思维的发展。在讲 体技术、教学艺术的关系，只是单从教学资源建设、媒体设
解单位圆概念的过程中，可以设计一个长度为1的半径旋转 备、技能培训等方面入手，很难有根本性突破。要真正实现
形成单位圆，使单位圆的概念形象地印在学员的脑子里，不 现代教学媒体在教学活动中的有效应用：
容易被遗忘，且所用的时间要比传统的教师在黑板上讲授的 1、必须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媒体技术为本；
时间减少很多。在学员观看时，结合教师课题讲解，使学员 2、从实际的教学需要出发，而不是从媒体技术出发。
对三角函数在单位圆上的表示法从抽象的过程结合动感图像 只有将教学过程中各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充分、
的对比达到深刻理解。 合理、有效地发挥媒体技术的效能和优势，从而达到优化教

学活动的目的。（2）常见的数学课件的模式
①演示(Demonstrating)模式
这种模式是在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应用媒体技术的功

能，将数学教学的重点概念，抽象的定义以多媒体的形式形
象、生动地展示给学员，有利于学员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

②人机交互(Tutorials)模式
除了课堂演示模式的数学课件之外，还应为学员提供人

机交互模式的课件，供学员进行练习和评估，设计出能让学
员进行人机交互活动的界面，这种模式是让计算机扮演教师
的角色，进行个别化教学活动。

③考核(Testing)模式
这种模式是通过考试的形式来训练和强化学员某方面的

知识和能力。一般由计算机提出问题，让学员回答，然后计
算机判断学员回答是否正确。这类课件设计涉及题目的编
排，学员回答信息的输入，判断回答以及反馈信息，记录学
员成绩等。

三、提高教学媒体应用效能的主要因素
本人认为妨碍现代教学媒体推广和有效应用的不仅是技

术或经济方面的原因，还有心理的、组织的、政治的、文化
等方面的原因，在此提出几点提高教学媒体应用效能的主要
因素。

1、决策者的决定性因素
库本教授在《教师与机器：1920年来教学技术在课堂中

的使用》一书中指出：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电影，广播，还
是电视教育节目，这些教育技术都未能在课堂中得到真正的
推广，原因在于教师考虑问题的角度往往不同于教育政策的
制定者。随着技术的发展，教学媒体的科技含量越来越大，
教学成本也越来越高，媒体技术的贬值速度也越来越快。所
以当包含高新技术的媒体产品引入教育中时，一旦决策失
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对教学媒体的
引入与利用进行整体规划，才能提高投资的回报和效益，而
不是在盲目崇拜指引下的盲目实践。因此，决策者的决定是
首要因素。

2、教师是关键性因素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表明，一项技术（或者一种

工具）应用于教学的效果取决于使用者如何使用，而不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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