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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为超越目前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专注于技术批判或技术拥护的单向思维,充实并完善教育技

术学的理论体系,教育技术伦理理应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并着力探索的学术领域。 本研究直面我国教育技术研究

中伦理向度的缺失问题,从技术伦理、教育伦理、教育技术等学科视角分析其原因,并理清我国教育技术伦理的

研究思路:首先,通过对国内外既有研究的分析与比较,发现国外在教育技术行业伦理规范、教育技术实践中伦

理及相关问题的理论分析方面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而我国却表现出明显的伦理缺位;其次,从技术伦理、教
育伦理和教育技术三个学科领域,对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伦理缺位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指出技术伦理研究对

教育关照的缺失、教育伦理研究对教育技术的忽视、教育技术自身对伦理省思的不足是主要原因;最后,从明确

教育技术伦理的内涵、理清教育技术伦理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界定教育技术伦理的研究内容等方面,提出开展教

育技术伦理研究的主要思路,以期为我国教育技术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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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摇 摇 近年来,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发展迅猛,但伦理

规范层面的研究一直处于不被重视的尴尬境地。 由

于技术进步推动学科不断发展,教育技术领域依赖

“技术支持冶、崇尚“技术理性冶、迷恋“先进技术冶的
心理始终存在,有时为了谋求教育技术人或学科的

话语权,甚至试图通过技术的进步和完善或技术的

应用绩效来解决更多的教育现实问题,从而引发一

系列违背技术伦理或教育道德的行为,如课堂教学

过度依赖多媒体系统、作业互动强制使用网络教学

平台、课程建设与评价过分强化技术指标、教学资源

设计追求先进技术与多媒形态等。 这些现象或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教育过程中人的心理诉求、情
感需要及存在价值,使得人们不断争论技术异化教

育的议题,使隐藏在信息技术繁荣态势背后的师生

关系冷漠化、教学活动工具化、道德情感衰落及知识

过程非人性等教育伦理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因而,
从伦理层面对教育技术的思考越来越多,促使教育

技术伦理成为当前教育技术研究的新课题。
理论上,教育技术伦理不仅从伦理的人文角度

对教育活动中教学媒体等工具手段的应用进行特殊

关怀,还从技术的物化层面提升教育的道德境界。
可见教育技术伦理研究属于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范

畴。 事实上,我国教育技术学科一直将其哲学思考

定位在教育技术本体层面上,且大多是从传统技术

哲学的角度关注作为整体的“教育技术冶,因而不可

避免地带有工程技术哲学和人文技术哲学不足。 工

程技术哲学沿袭技术乐观主义的观点,表现出对教

育技术的热烈追捧;而人文技术哲学对教育技术的

反思,批判与否定占大多数,沾染极大的忧虑与悲观

色彩。 这种二元视角的分化和对立,必然会导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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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技术哲学研究的矛盾与停滞。 为拓展教育技术哲

学研究的视角,技术拥趸与技术批判之间的争论应

让位于技术规范的讨论,从而转向具体情境中伦理

维度的考察。 同时,技术伦理在沟通工具理性与价

值理性上所表现出的美好愿景,以及教育伦理提出

的培养人之德性的诉求,为人们解决技术实践中伦

理困惑和道德难题提供了可能路径。 因此,教育技

术伦理研究为我国教育技术哲学思考提供了新域

界,不仅有助于纠正既有研究中“唯技术至上冶的思

维倾向,同时也弥补了教育技术伦理道德研究的空

缺,能完善教育技术学科的理论体系。
那么,我国教育技术伦理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如何建构我国教育技术伦理研究体系? 本文从教育

技术伦理研究的现状出发,借鉴已有研究经验,直面

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伦理向度的缺失,凸现并引发

关切。 需指出的是,但凡关乎伦理或道德的研究,大
多需要对两者的内涵有所界定。 本文对教育技术伦

理研究的考察,是基于“伦理是道德的上位知识,关
涉道德必关涉伦理冶的立场而展开的。

二、研究现状

摇 摇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

注教育技术伦理研究,尤其是在教育技术较为发达

的欧美地区。 迄今教育技术伦理研究体系已初具规

模,相关研究集中如下:
第一,从职业道德规范角度,研究教育技术从业

人员的职业伦理规范,着力构建教育技术行业伦理

规范体系。 如美国 AECT 协会在 20 世纪末成立行

业道德委员会,从个人、社会、行业三个具体责任对

象出发,制定了教育技术行业道德规范。 在 AECT
的引领下,维尔沃(Welliver,1994)注重 AECT 成员

的专业操作规范;安德森(Anderson,1994)提倡技术

授权要符合道德规范和教育技术礼仪;林 ( Lin,
2006)指出技术伦理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
并制定了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的应用伦理规范。

我国相关研究主要依赖于对国外研究经验的学

习与借鉴,如借鉴美国 AECT 关于教育技术专业人

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经验(梁林梅等,2007),
强调规范教育技术应用行为及方法 (高铁刚等,
2008),阐明教育技术领域职业道德的特点及重要

性(刘新丽,2010)等。 显然,国内关于教育技术职

业道德规范方面的论述并不系统,这不仅阻碍了我

国教育技术实践绩效的有效提升以及教育技术行业

发展秩序和规范体系的建设,而且不利于从业人员

道德意识和职业认同感的培养。
第二,关注教育技术领域的具体伦理问题并探

讨伦理策略。 如美国学者西文等人(Sivin & Bialo,
1992)指出知识版权、个人隐私所引发的伦理和法

律问题挑战了美国现有的核心价值体系;也门(Yea鄄
man,2003)关注教学技术中的隐私和教学媒介的使

用责任;林(Lin,2007)认为最突出的教育技术伦理

问题是版权、学习者隐私、信息获取的可及性。 具体

伦理问题还有“课堂教学中计算机伦理问题冶(Keb鄄
bati,2001 )、 “网络在线教育中学术不端行为冶
(Mills, 2010 )、 “网络课程中学术不诚信行为冶
(Chase,2010)等。 针对伦理难题进行伦理策略的

探讨,主要体现在“将伦理道德内容整合到现有核

心课程中,提高信息科学教学的伦理道德水平冶
(Smith,2010),“通过技术创新抵制数字盗版问题冶
(Reiss,2010),提出“数字公民冶概念并通过建立数

字公民课程、教授数字礼仪等规范教育技术行为

(Boyle,2010)等。
对此,我国教育技术领域也尝试对教育技术实

践进行道德关切,如分析道德失范的原因及防范对

策(马立新,2006;刘光义,2006)等。 不过,已有研

究虽然意识到这些伦理困境,但所提供的解决策略

或从传统技术哲学中寻求人文关照,或借助信息技

术革新提供技术支持,真正具有规范讨论的伦理策

略却不多见,而且国内关于具体伦理问题的研究队

伍相对薄弱,提出的应对方案缺少伦理策略的引导,
难以达成共识。 由于缺少对伦理难题的深入关注,
教育技术实践过程中“唯技术至上冶、“技术垄断冶等
现象不断出现且得不到有效应对,教育技术发展必

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阻滞。
第三,关注教育技术与伦理的关系,即试图运用

多种伦理思想调节教育技术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

和活动方式等。 2005 年,“教育技术伦理冶作为学术

概念开始出现在国际视野中。 西班牙学者考茨

(Cortes,2005)用“educational technoethics(教育技术

伦理)冶一词描述教育技术与伦理的关系,认为教育

技术伦理具有“目标冶和“方法冶两层含义。 有研究

者对教育技术与伦理的关系给予技术哲学层面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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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Huang,2010),以及从责任伦理学角度对教育技

术进行社会责任的描述(Moore,2005)。 另外,美国

当代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Feenberg,2005)
从马尔库塞的技术伦理思想出发,指出教育技术必

须抵御“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冶的危险。 著名媒

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Postman,2009)从媒介

伦理角度,号召人们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博爱之心

抵抗技术垄断,指出教育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它不传

授知识,而是因为它缺乏道德、社会或思想的核心。
著名学者可汗(Khan,2007)在其著作中专门论述网

络教育中的伦理问题,将网络伦理作为信息社会有

效学习环境的八大因素之一。
在我国,有学者也指出了教育技术的伦理特性

(郑忠梅,2010;郑忠梅,2011),而“教育技术伦理冶
概念则是 2011 年《开放教育研究》杂志刊发的《伦
理学视野中的网络教育伦理初探》一文中较早使用

的。 该文指出,教育技术伦理在学科分类上隶属于

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范畴(张家年等,2011)。 然

而,国内对教育技术伦理的内涵和外延尚未有统一

的界定。 与国外多从技术伦理等应用伦理学的视角

分析教育技术伦理的内涵不同,国内还未能意识到

技术哲学的伦理学转向这一研究潮流,多从教育伦

理中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对教育技术伦理内涵进行

解读,技术伦理研究的缺位较为严重。 事实上,无论

是伦理对教育技术的人文映射还是教育对技术的伦

理关怀,都应是教育技术伦理应有的题内之意。
总之,与国外较为成熟且初具规模的教育技术

伦理研究体系相比,我国教育技术伦理研究虽已起

步,但存在明显缺位。 具体而言,关于教育技术职业

道德规范的研究,虽然在规范的讨论中借鉴了教育

伦理思想的指导,但规范伦理、责任伦理等思想并不

明显;关于具体伦理问题的讨论,尚停留在技术更新

或人文反思的单一思路上,忽略了技术伦理在统一

技术批判与技术拥护上的重要价值,缺少伦理学方

法论的指导;尤其对认识教育技术与伦理的关系上,
只关注工具性层面的技术对教育的重要性,缺少对

技术自身所负荷的伦理精神的认识。 总之,我国教

育技术研究尤其是教育技术哲学研究中,以伦理学

为基础的人文关怀的不足,不仅阻碍了教育技术人

文向度的体现和功能向度的发挥,而且极易误导人

们对教育技术伦理的理解与认识。

三、伦理缺位归因

摇 摇 教育技术研究的伦理缺位,加剧了教育技术实

践活动中各种伦理难题的滋生,使教育技术应用与

发展不断面临实然与应然、理性与情感、知识与德性

的伦理困境。 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为何存在如此突出

的伦理缺位呢? 基于对教育技术与伦理关系的认

识,从理论层面讲,笔者认为,这与技术伦理研究对

教育关照的缺失、教育伦理研究对教育技术的忽视,
以及教育技术自身对伦理省思的不足密切相关。

(一)技术伦理研究对教育关照的缺失

当代社会所呈现的各种伦理新问题几乎都可以

追溯到技术问题上。 正如技术哲学家汉斯·萨克塞

所言:“在技术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面临的

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伦理问题冶(王飞,2008)。 有学

者预见性地指出:如今与技术相关的问题已经迫使

其成为与伦理相关的问题。 现实警示我们,对技术

的批判必然要走向“伦理转向冶(颜青山,2002)。 技

术哲学家米切姆、安德鲁·芬伯格、邦格、拉普等人

追问什么是进步、技术发展的前景以及工程师的责

任等问题,已经超出了技术哲学的传统领域,进入道

德实践的领域(王国豫,2005)。 尤其是 20 世纪以

来,技术行为不断受到伦理学的关怀,并以人的价值

为事实基础,指向技术实践中“可能的是否允许的冶
的基本问题。 同时,技术哲学家们把马克斯·韦伯

的责任概念与技术相关联,认同马尔库塞对“单向

度冶技术批判的合理性,对技术时代“什么是道德冶、
“技术人员的责任有哪些冶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哲学

思考,形成了技术伦理的基本思想体系。 对技术的

哲学思考,从关注人类生存到强调生活质量,从价值

争执到规范讨论,逐渐经历着一种走向伦理探索的

理论转型(李三虎,2002)。
西方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可谓现代技术伦理研

究的开端。 从对技术本身的工具性社会批判,到对

技术人员责任意识的探讨、对技术问题提出的伦理

原则,以及对技术伦理本身的反思,技术伦理研究日

益专业化、系统化。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无论是教育

作为信息传播技术应用的重要领域,还是教育技术

作为人文领域的一种技术形态,都应成为技术伦理

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然而,目前技术伦理研究更

多关注在社会层面的生命伦理、生态伦理、信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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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因伦理等,而教育领域的技术问题至今未能引

起技术伦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技术伦理研究对教

育领域技术关照的缺失,凸显了教育实践过程中对

技术的盲目信任与追捧、不当管理或过分使用、相关

伦理规范的不健全等问题。 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

教育技术伦理研究的开展,甚至可能会导致教育技

术偏离良性发展的轨道,伤害教育技术固有的伦理

精神。
(二)教育伦理研究对教育技术的忽视

除了技术伦理对教育技术具有伦理规约的功能

外,教育伦理对教育技术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教育

不仅传授知识,还要培育德性。 现代教育已经不再

单纯依靠面对面的交流而进行,各种技术产品已经

成为教育所依赖的重要中介和教育资源。 教育技术

作为教育功能系统的子集,同样肩负知识传授与德

性培养的伦理使命,因而需要受到教育伦理的特殊

关照。 教育伦理学将教育中的一切道德现象视为研

究对象,对整个教育以及具体的教育现象进行人文

关怀,以省察和规范教育的合理性及价值。 然而,当
下我国教育伦理学的研究主要关注道德教育、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等领域,较少关

注教育技术实践及教育中的技术问题。 虽然教师职

业道德规范一直是其关注的重点,但有时也忽视了

教育技术人员以及教师作为技术应用人员所应具备

的专业伦理规范与特定职业操守。
教育伦理研究对教育技术领域的遗漏或忽视,

在学术层面上严重遮蔽了教育技术实践过程中的伦

理问题。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如下:首先,作为

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起步和发展相对较

晚,且多以教育媒体技术或教育信息技术的工具手

段面目呈现,不易引起教育伦理学的关注,传统教育

伦理研究自然也难以拓展到这一领域;其次,教育技

术学科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它必然体现工具主义的角

色身份。 这是技术理性思想在教育实践中得以延续

的一种自为和自觉,因而抑制了教育技术及其研究

的人文诉求和伦理映照;最后,传统的教育伦理研究

队伍主要由人文背景的教育学者引领,他们不仅对

技术问题的日常关注度不够,甚至因学科背景差异

而回避或无视教育领域的技术活动,技术化教育活

动中所产生的一些教育伦理新问题自然也被遗漏。
总之,教育伦理研究对教育技术的忽视,不仅影响了

教育技术自身对其伦理价值的追寻,同时也不利于

教育伦理学科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影响我国教育

伦理研究的系统性、完整性及其价值体现。
(三)教育技术研究对伦理省思的不足

我国教育技术的哲学研究主要沿袭传统技术哲

学的研究思路,起初表现为工程派对技术的乐观追

捧,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从人文视角进行反思。 20
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大
批学者沿袭麦克卢汉的媒体决定论传统,关注信息

技术的全球化影响,并发展成一种研究时尚。 时至

今日,技术工具论仍然通过乐观主义而占据相当程

度的学术和政策市场。 然而,近年来的教育技术理

论研究开始转向对教育中盛行的技术工具主义、技
术决定论进行批判,李芒(1998)、李艺(2007)、颜士

刚(2008)等学者对教育技术价值的反思可以看作

其中的代表。 这类研究的焦点主要聚集于技术与教

育关系的讨论、对技术统治论的教育追问以及对技

术理性的教育批判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教育技

术哲学研究的人文转向。
即便如此,国内学者对教育技术的哲学思考具

有明显局限性,对以实践生活为原点的技术哲学的

经验主义转向及其伦理学关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 到目前为止,国内仅有少数学者开始对教育技

术进行伦理道德层面的思考。 而教育技术研究的伦

理审思,不仅可以避免实践中潜在的危机,促进教育

技术的合伦理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教育技术从业人

员的道德自省,促进学科专业化的良性发展。 总之,
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对伦理省思的忽视,阻碍了教育

技术实践获取伦理学指导的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

将技术伦理和教育伦理遮挡在教育技术门外。

四、研究思路构想

摇 摇 面对教育技术研究中伦理向度的缺失及其带

来的种种弊端,超越单纯的技术批判而转向伦理的

视域,深度展开教育技术伦理研究和教育技术主体

的道德审视,将是我国教育技术研究的必然走向。
结合上述原因分析,笔者认为若要加强伦理学对教

育技术的学科关照,提升教育技术自身的伦理省思

能力,学科领域需从技术伦理学、教育伦理学、教育

技术学等多学科角度,明确教育技术伦理的研究思

路,加强对概念内涵、学科关系、研究内容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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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建构科学的教育技术伦理研究体系,领教育技

术伦理的理论研究和 “实证 -实践冶 工作的深入

开展。
(一)明确教育技术伦理的内涵

欧美技术哲学的伦理学转向启示我们,教育技

术伦理研究就是通过关注教育技术与伦理的关系,
借助伦理学相关研究方法对教育技术进行人文关

怀,从而达到规范教育技术应用并优化教学的目的。
教育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是教育技术伦理研

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至今尚未形成认识。 基于对

技术价值的认识,教育技术与伦理的关系可总结为

三类:1)排斥论。 这种观点将教育技术与伦理道德

完全对立起来,把教育技术的发展及其对教育活动

的影响看作是道德堕落的表现,教育技术带给教育

的不是美好、友爱和善,而是懒惰和应付。 2)价值

无涉论。 教育技术无所谓好坏,道德判断独立于教

育技术之外,只要教育技术能实现的教育目标就应

努力实践,不必考虑是否应该。 3)价值负荷论。 这

种观点认为教育技术是伦理、政治与文化价值的体

现,在道德上游移在善与恶之间,强调人在支配和控

制教育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这是本文所

认同的观点。 另外,对教育技术伦理内涵的理解,有
两种思路可资借鉴:第一,教育技术伦理是伦理对教

育技术的人文关怀,是关于教育技术的伦理,关注以

教育技术为中介手段引发的人与人、人与教育的伦

理问题,如技术应用带给教育直接或间接的后果在

不同程度上对传统伦理观念提出的挑战,以及伦理

观念对教育技术的反作用等。 第二,教育技术伦理

是教育技术对其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的技术关照。 教

育技术发展实质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连续过程,
其发展逻辑就是它作为技术手段可以克服技术以外

的一切障碍。 这个层面的教育技术伦理与其说是教

育技术对自我的反思,不如说是对自我的辩护。
作为概念体系,教育技术伦理的内涵与外延是

什么,这是教育技术伦理研究的重点之一。 总之,只
有明确教育技术伦理的涵义,才能强化其作为研究

对象的特殊性和独立性。
(二)厘清教育技术伦理的学科关系

伦理、教育伦理、技术伦理、教育技术伦理是怎

样的关系? 对它的回答有助于明确教育技术伦理研

究的责任归属。 本文认为,教育伦理与技术伦理都

是应用伦理的分支,二者的交叉则属于教育技术伦

理的研究范畴,具体关系详见图 1。

图 1摇 教育技术伦理的相关研究

从学科划分来看,教育伦理学作为教育哲学的

二级知识分类,享有哲学的普遍方法论。 同理,技术

伦理学隶属于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而教育技

术伦理属于教育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交叉领域。
学科之间的具体关系详见图 2(张家年等,2011)。

图 2摇 教育技术伦理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对教育技术伦理的学科关系进行厘定,有助于

明确教育技术伦理研究的学科领域,将具体的研究

任务交付给特定的责任主体,进而引起教育技术学、
教育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等学科领域对教育技术伦

理的重视并将教育技术伦理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
不断拓展教育技术伦理的研究范围。

(三)界定教育技术伦理的研究内容

目前国内研究绝大多数从具体的伦理问题出

发,期望通过对教育技术进行伦理规约,为行业提供

解决现实问题的伦理评判标准,尤其强调教师、教育

技术专业人员的道德素养,以使其成为人们的行为

模范。 笔者认为,教育技术伦理研究不仅应该关注

行业内的职业道德规范,更应该关注教育技术实践

对学生和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教育技术实践

中涌现出来而现有法律又无明确规定以及传统道德

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换言之,教育技术伦理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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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是教育技术人员的良心、道德义务等,属于从

业人员基本道德的范畴;另一方面则关涉教育技术

实践与伦理要求之间的冲突,强调教育技术与教育

伦理的相互影响。 因此,本文将教育技术伦理研究

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伦理道德规范、实践伦理难题和

教育技术伦理本体研究三个方面,具体内容及各部

分之间的关系见图 3。

图 3摇 教育技术伦理的研究内容

1. 教育技术伦理道德规范研究。 教育技术伦理

首先涉及教育技术人员的职业道德。 这一层面主要

对教师、教育行政与管理人员、教育科学工作者、学
习者等个人伦理实践进行论证,即从教育工作的职

业道德标准以及教育技术行业准则出发,是非标准

相对明确,如美国 AECT 制定的教育传播技术行业

道德准则。 我国教育技术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的形

成面临一些困难,如:如何在教育制度上使教育技术

人员恪守已有的道德原则与行为规范,如何处理在

教育技术人员作为道德载体的个人与学生利益之间

可能出现的道德冲突,如何加强教育技术人员道德

约束力及社会责任感,教育技术人员在具体的技术

活动中应该承担哪些责任等。 只有健全教育技术行

业规范并付诸行动,才能不断提高教育技术从业人

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认同感,规范教育技术的实践

活动。
2. 教育技术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研究。 面对教育

技术实践中诸如人被物化而失去主体性、信息污染

而不利于学生学习、版权受到侵害、网络迷航、隐私

泄露等伦理问题,需要利用教育伦理、技术伦理等理

论来应对教育技术实践与伦理规范之间的冲突,隶
属于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畴。 这一层次既涉及教育

资源的应用、设计、开发、管理、评价等对人的身心发

展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对整个教育生态系统可能

带来的危害等,又包括教育技术与课程文化、教育变

革及社会发展的关系。 主要难题有:教育技术的过

分或不当使用违背教育本体要求、教育技术实践中

缺少具体而明确的规范指引而存在失范现象、教育

技术对教育及教育伦理的影响等。
3. 教育技术伦理的本体研究。 该层面主要面对

教育技术自身发展所具有的伦理特性等基本学理问

题,由教育技术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模所决定,涉
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边界等教育技术伦理之

所以“是其所是冶的最本质问题。 也就是说,教育技

术伦理研究既要把教育技术与伦理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思考对象,又要对教育技术伦理的本质进行哲

学解释;既要面对现代社会所崇尚的道德多元现象,
又要针对每一种教育技术实践寻找可供选择的一个

或多个伦理应对方案;既要探讨教育技术伦理的内

涵、外延,又要关注教育技术伦理研究的方法。 对这

些基本学理问题进行哲学审思,能够使我们在认可

教育技术先进性及其所代表文明的同时,理性分析

其负面效应,从人文角度出发,不断引导教育技术走

在优化教育的道路上。
总之,教育技术伦理研究内容的界定,为我国学

者提供了具体的研究任务,有助于促进教育技术伦

理研究体系的形成。 诚然,教育技术伦理研究的内

容不应局限于以上三个方面,而将随着教育技术学、
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而持续拓展。

五、结语

摇 摇 对教育技术伦理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旨在突

出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伦理缺失

问题,以期引起人们对教育技术伦理的广泛关注。
而理论层面上的原因分析揭示了技术伦理研究对教

育关照的缺失及教育伦理研究对教育技术的忽视等

现象,也进一步将教育技术对自身伦理反思不足的

鲜明缺陷加以凸显。 教育技术的良性发展离不开伦

理学的人文关怀,而教育技术研究的伦理缺位,严重

阻碍了教育技术人文价值的充分发挥。 确定教育技

术伦理内涵、明晰教育技术伦理的学科关系、概定教

育技术伦理的研究内容这一研究思路,为我国教育

技术伦理研究指明了具体研究内容和问题领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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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技术、技术伦理、教育伦理等学科领域提出明

确的研究任务。
总之,教育技术伦理研究主题的提出,对于构建

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纠偏学科固有的技术观念、解
决由于忽视甚至漠视伦理规范所导致的道德失范、
技术异化、师生隔阂甚至割裂、技术功用绩效不足等

现实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教育技

术伦理研究不仅为伦理学提供了实践土壤,也是教

育技术学科发展走向成熟的必然标志。 这将是一个

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级学科的交叉,且关乎教

育本身的内涵拓展,对该论域的探讨当得益于多方

力量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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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Vacancy and Analysis on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China

XIE Juan1, LIU Chengxin2 & ZHANG Ting1

(1.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Jinan, Ji爷nan 250022, China;
2.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Communi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爷 zhao 276826,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in the educational context with mor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 ethical re鄄
search on related issues is becoming a hot focus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field. In China,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techno ethics sh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academic field in order to transcend the one-way
thinking and enrich the basic theory system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Facing the ethics vacanc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causes from technical ethics, education ethics,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per鄄
spective, and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logic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techno ethics in China. Firstly, through the anal鄄
ysis and comparison of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it finds that foreign research on education techno ethics has a鄄
chieved abundant findings in occupation ethics of teachers, specific ethical strategies, and analysis of ethics theories;
However, it also shows the obvious ethics vacancy in Chinese related research. Then, based on technology ethics, eth鄄
ics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t analyses the causes of ethics vacancy, and finds the main reasons as fol鄄
lows: research of technology ethics lacks attention to education,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ethics is short of care for edu鄄
c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tself misses the ethical reflection. Finally, it points the research logic as
clearing the connota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 ethics, different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techno ethics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defining the research content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ese educational technolo鄄
gy studies.
Key words:educational technology; ethics research; ethics vacancy;proble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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