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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张  爽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

的大力发展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意义重

大，尤其是对高等教育来说，国家要求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培养专业

性人才，进行科学研究。现代教育理论

与技术是尊重客观规律且具有科学意 

义的教育方法，在高等教育中应用现 

代教育技术对其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 

作用。

一、现代教育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是为了实现现代化

教学的需要，它起源于 20 世纪，是随

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现代教育理论

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现代教育理论提

倡“以人为本”，要求学校教育要以学

生为主体，在学校、老师和学生之间起

到相互协调作用，可改变以往教学中学

校、老师绝对权威的局面，更加注重学

生的整体发展，体现教育的民主性。

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基于现代信息技

术，结合现代教育理论，以学生为主

体，利用互联网、计算机系统、多媒体

等现代化技术设备进行教学，优化教学

方案，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利用黑板、粉

笔、教材等工具进行写板书、传输知识

的授课模式，提高了教学的有效性。

现代教育技术已经成为教师指导、

辅导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它不受时

间、空间的限制，为学生的选择性学习

和教师联系实际教学提供了方便 [1]。现

代教育技术的方式包括引进中国知网

（CNKI）、维普、万方等大型网络数 

据库；利用多媒体、远程指导教学、在

线视频开展教学等。

二、在高等教育中应用现
代教育技术

我国的高等教育包括普通高等教

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等，主要指的是大学

本科及以上的教育规模一直在不断扩

大，各类公办高校、民办高校、独立院

校、“985 院校”“211 院校”等一直

在发展壮大，高等教育将逐步得到普及；

高等教育被赋予“为国家培养专业性人

才、进行科学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等

职责，意义重大。

原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同志在 1998

年 5 月的讲话中曾提出：“教育技术的

发展将对我国教育观念和教育过程的改

革产生深刻的影响，是教育教学改革的

至高点。” [2] 传统的简单利用黑板、

粉笔、教材等工具进行写板书、传输知

识的授课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学习

视野的拓展和思维创新能力的发展，阻

碍了学生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专业性技

术人才。现代教育技术为推动现代教育

发展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是

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型发展观。在高等教

育中结合现代教育理论和应用现代教育

技术更是刻不容缓。

高等院校在办学中，可以通过在

线视频教学等学习方式，使学生的学习

不再仅限于课堂，从而习得更多知识；

同时还应置办先进的多媒体等教学设

备，使老师可以利用投影仪、课件进行

教学，丰富教学内容，开拓学生的视

野，等等。高等教育要充分发挥现代教

育技术的作用，有效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三、结语

现代教育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教育

模式，利用先进的互联网、计算机系统

等信息技术开展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发

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现代信息技术发

展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现代教育理论

和现代教育技术也会不断完善。高等教

育是为了培养专业人才，提高国家的科

学技术水平，任务艰巨。所以，高等教

育在未来的发展中要与时俱进，结合现

代教育理论，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培养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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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教育事业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在发展教育事业方向，我国一直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教育体系，使其契合

时代的发展和满足民族进步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引进发展现代化的教育管理理论

与技术。尤其最近几年，教育部门一直在进行课程改革，高等教育也在逐渐普及。现在我们倡导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应试教育，

而是为了服务于以后的生活，让学生能够将知识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同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现代教育

理论与技术的发展一直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创新，将二者相结合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

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将主要分析现代教育技术的特点，结合现代教育理论谈谈它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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