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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戴维·H. 乔纳森(David H. Jonassen),美国密苏里大学荣誉教授,教育技术学领域的领导者和开

拓者。 在乔纳森逝世两周年之际,本文对这位教育技术领域大家的思想进行了综述。 文章从国内外两个角度对

乔纳森的著作、研究领域等进行归纳与总结,将乔纳森的主要研究领域归纳为四大关键词:学习、问题解决、认知

工具、学习环境,并进行深入阐述。 文章分析了乔纳森在国际教育技术学界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同时重点研

究了乔纳森的理论及实践成果对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影响,并对未来教育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即以问

题解决为背景,以知识建模为基础,以学习技术为支撑,以期给国内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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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本文从国内外两个角度对乔纳森这一世界教

育技术学界的领导者和开拓者的著作、研究重点等

进行分析,总结了乔纳森对国际教育技术发展的作

用与影响,并从中国学者视角阐述了其对中国教育

信息化的贡献,挖掘乔纳森所带来的研究趋势和学

术方向,以期为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指导。

一、学术成果与思想

摇 摇 (一)文献发表与被引情况

乔纳森研究成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在他近四

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共参与写作和编辑了 37 本书,
发表了 180 多篇期刊论文,参与编写著作章节 67 篇

及大量其他出版物。 在学术交流方面,他在将近三

十个国家做过 400 多场讲座(Reeves et al. ,2013)。
笔者选用 Web of Knowledge(包含 SCIE,SSCI,

AHCI,INSPEC,BIOSIS Preview 等)数据库,使用“Jo鄄
nassen DH冶为作者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到 82 篇学

术论文,其中被引频次总计 1815 次,年均被引次数

53. 38,平均被引次数 22. 13,而目前高引用次数(h-
index)为 19(Web of Knowledge,2014)。 所形成的年

度引文数图(见图 1)可以看出,乔纳森的论文被引

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 2010 年,引用其成果的论文

数达 190 篇。
由于 Web of Knowledge 收录的期刊大多为核心

期刊,且只包含学术论文,因此笔者利用 Google 学

术对乔纳森的书籍和论文等进行了统一检索和查

询,并根据被引次数进行降序排列,搜索范围为

Web of Knowledge 中被引次数排前 50 的论文及演

讲稿、37 本书籍以及在 Google 中被引次数前五十的

论文。 高被引论文和书籍共 50 篇(本), 其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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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乔纳森论文年度被引数

27 篇,书籍 23 本。 图 2 显示了 1985 到 2010 年乔纳

森高被引著作,数据源于 Google 学术,检索时间

2014 年 5 月 27 日。

图 2摇 乔纳森高被引著作分布

从图 2 可以看出,尽管统计出的前 50 位高被引

文献中论文多于书籍,但是具有更高被引次数的书

籍则多于论文。 目前乔纳森的著作中被引次数最多

的为 2002 年出版的《学会用技术解决问题:一个建

构主义者的视角》 ( Learning to solve problems with
technology: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一书,当前被

引总次数为 2423。 被引次数高于 1000 次的著作

中,书占 70% ,论文占 30% 。
与此同时,从年度分布看,高被引著作更多集中

分布在 1991 年至 2002 年间,按里夫斯等人对乔纳

森研究阶段划分(Reeves et al. ,2013),其重点关注

领域放在“问题解决冶和“学习冶上,由此可以看出乔

纳森对教育技术领域的贡献在这两个关键领域。
(二)研究阶段

国外学者一般将乔纳森的学术生涯分成三个阶

段(Reeves et al. ,2013;Choi et al. ,2013)。 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中期,乔纳森开始涉足教育技术领域,从
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出发,重点关注该时期较主流

的教学设计思想并发展出了一套教学设计理论与模

式。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乔纳森深入实践将

建构主义认识论应用到学习设计和教育技术研究,
对思维工具、认知工具、学习环境等深入研究。 九十

年代末,问题解决和有意义学习成为乔纳森重点关

注的内容,同时他也关注社交网络对概念改变的影

响等新技术引发的研究领域。
(三)学术主题词

乔纳森教授的个人主页将其研究领域总结为问

题解决、知识呈现 (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技

术、教学设计与学习、个体差异与学习等。 西米恩·
崔等在纪念乔纳森的文章中用词汇云工具对乔纳森

著作进行词汇云分析, 发现乔纳森研究最重要的关

图 3摇 乔纳森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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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点是“学习冶,其次分别是问题解决、设计、教学技

术、认知、知识、环境、超文本、系统、思维工具等

(Choi et al. ,2013)。
笔者利用 Citespace 文献分析工具对 Web of

Science 中乔纳森的论文进行分析,即首先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以“Jonassen DH冶为作者检索词

进行文献检索,得到 43 篇文献,再使用 Citespace 分

析工具对这些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 Citespace 软

件设置时间跨度为 1990 年至 2013 年,年度分层为 1
年,节点类型为关键词,其他为默认设置,最终得到

乔纳森核心文献关键词图谱(Chen et al. ,2006)(见
图 4)。 可以看出,乔纳森文献的核心关注领域集中

在学生、问题解决、知识、建模、行为、理解、认知建构

等方面。 与上文使用的 Web of Knowledge 文献检索

不同,本次检索范围为 Web of Science 的核心合集,
主要是 SCI-EXPANDED、SSCI、A&HCI 等核心数据

库,因此文献范围较集中且主要为核心文献。

图 4摇 乔纳森核心文献关键词知识图谱

根据乔纳森本人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总结,以及

西米恩等人提取的主题词汇云等,结合 Citespace 形

成的乔纳森核心文献关键词知识图谱,以及乔纳森

学术生涯阶段,我们发现乔纳森的主要研究领域可

以归纳为四大关键词:学习、问题解决、认知工具、学
习环境。

1. 学习

作为乔纳森被引次数最多的著作,《学会用技

术解决问题》一书对什么是学习进行了阐释,同时

提出了有意义学习的性质和五种属性。 乔纳森认为

主动的、建构的、有意图的、真实与合作的学习可以

称之为有意义学习,这五种属性形成的图示在后人

探讨有意义学习时常被引用 ( Jonassen et al. ,
2003)。 有意义学习的本质包括建构主义和协作,作
为使用技术的教育者,乔纳森还阐述了怎样运用技

术支持有意义的学习(Jonassen,1995a)。 乔纳森一

直担心教育技术领域变成一个技术驱动的领域而不

是学习驱动的领域,因此他认为以分析学习为出发

点是重中之重,而并不是对新技术趋之若鹜(宋述

强,2004)。 有意义学习可以看作是乔纳森成果的理

论基础,问题解决、认知工具等都是以有意义学习为

出发点展开的。 促进有意义学习是教育技术领域一

直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从该著作高被引次数也可以

看出乔纳森的有意义学习理论对后继者的影响和基

础性意义(乔纳森,2007)。
2. 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是乔纳森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 这一

点在中国学者 2004 年对乔纳森的访谈中有所体现,
乔纳森关注的重点集中在问题解决和建构设计模

型,以帮助(学习者)学习如何解决各种不同问题

(宋述强,2004)。
乔纳森认为问题求解是日常生活和专业工作领

域最重要的认知活动,认为问题解决在三个维度上

存在差异:问题类型、问题表征和个体差异( Jonas鄄
sen,2000)。 “问题冶这一对象又由问题领域、问题类

型、问题求解过程和解决方法来界定 ( Jonassen,
1997)。 乔纳森根据问题特性的不同,将问题分为谜

问题、良构问题和劣构问题三大类,而在良构问题到

劣构问题的连续统一区间内,他又区分了十一种问

题类型,依次是逻辑问题、算法问题、故事问题、规则

应用问题、决策问题、故障排除问题、诊断解决问题、
技巧 /策略问题、案例 /系统分析问题、设计问题、两
难问题,并从问题表现维度对这些问题类型进行了

详细分析,指出了问题的结构型特性。
在此基础上,乔纳森在问题解决实践领域进行

了探索。 从教学设计模式出发,乔纳森对良构和劣

构问题提出了求解的一般教学模式,为问题解决提

供了建议。 乔纳森分别归纳了良构和劣构问题的求

解过程,设计了问题解决的具体教学步骤,并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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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进行了阐述,以帮助教师和设计者更好地针对

问题解决开展教学( Jonassen & Serrano,2000)。 与

此同时,乔纳森还对使用故事支持问题解决(Jonas鄄
sen & Land,2002)、争论脚手架在问题解决中的有

效性(Cho et al. ,2002)等实践领域进行了研究,同
时在技术支持下的问题解决方面形成了影响深远的

成果和结论。 《学会用技术解决问题》就主要阐述

了技术在问题解决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更好地

利用技术解决问题。
3. 认知工具

在运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乔纳森重点关

注认知工具这一技术手段。 他对认知工具的内涵进

行了分析,并积极实践。 认知工具是指为支持学习

开发或使用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工具,这种工具是

任务驱动的,同时也是促进认知进程的。 他从功能

作用、参与程度及使用对象三个维度对认知工具进

行了解读(Jonassen,2014)(见图 5)。

图 5摇 乔纳森的认知工具内涵

乔纳森主要研究了将计算机作为认知工具开展

实践的结果和方法。 早在 1998 年,他就以“思维工

具冶为关键词对相关工具在学习中的作用和使用进

行了阐述。 这些思维工具包括语义组织工具(数据

库、语义网络)、动态建模工具(电子表格、专家系

统、系统建模工具、微世界)、信息呈现工具(视觉化

工具)、知识建构工具、超媒体、对话工具等。 他还

对学习者的角色变化、知识建构、用技术来学习等理

论进行了阐释(Jonassen et al. ,1998)。 随着技术的

发展和理论的成熟,乔纳森又对计算机技术作为认

知工具的使用方法、使用情境及注意事项等进行了

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乔纳森的《技术支持的思维建

模(第三版)———用于概念转变的思维工具》一书对

认知工具进行了论述,通过大量实践案例阐述认知

工具的实际应用范围和实践方法。 他不仅补充了新

兴技术工具,还详细介绍了具体的工具实例,以更好

地促进有意义学习和问题解决( Jonassen,2005b)。
从乔纳森对认知工具的研究也可以看出他对技术使

用的看法。 他认为,“我们要用(with)技术进行学

习,而不是从( from)技术学习冶 ( Jonassen,1995b),
这也一直是他所推崇的“技术观冶。

4. 学习环境

乔纳森是建构主义理论的继承者,关注建构主

义学习环境(Constructivist Learning Environment,简
称 CLE)的设计。 他将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分为相互

依赖的几部分:问题 /项目空间、相关案例、信息资

源、认知工具、对话 /协作工具和社会 /境脉支持,从
而形成了 CLE 设计模型(见图 6)(Jonassen,1998)。

图 6摇 乔纳森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设计模型

乔纳森同时提出利用行为理论设计学习环境的

六大步骤,每一步骤还包括细分的小步骤,以更好地

指导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设计(Jonassen & Murphy,
1999)。 乔纳森主编的《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一书

更是系统地将与学习环境设计相关的理论争鸣进行

了汇总,以便学生、教师和设计者使用这些理论来设

计学习环境。 乔纳森在该书中阐述了行为理论对建

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的作用,并对一般步骤

进行了描述(Jonassen et al. ,2000)。
5. 小结

乔纳森的四大研究领域是密切相关的(见图

7)。 作为建构主义理论的继承者,乔纳森重点研究

建构主义背景下的学习和有意义学习,并对如何对

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进行建模进行了实践,以更好地

实现有意义学习。 而问题解决一方面是学习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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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同时又与学习环境和有意义学习紧密相关,三
者的共同点是利用技术支持学习,这就催生了认知

工具的发展和研究。 乔纳森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

这四大主题词,他对教学设计模式、建构主义理论、
超文本 /超媒体等多个领域都有涉猎。

图 7摇 乔纳森四大研究领域的关系

二、乔纳森与教育技术

摇 摇 美国教育技术学者对乔纳森的评价极高。 美

国《教育心理学评论》杂志编辑、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教授罗宾森用“巨人冶 (giant)评价乔纳森(Robinson
et al. ,2013),认为不管是乔纳森其人,还是其成就,
都是伟大的。 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与技术专家理查

德·E·克拉克(Richard E. Clark)也认为乔纳森给

教育技术领域带来了深远影响(Choi et al. ,2013)。
他的观点尽管经常与乔纳森的看法相反,但正是这

种思维的碰撞才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更好

地促进了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
(一)价值观

从美国教育技术学界对乔纳森的怀念文章中可

以对乔纳森的价值观有所了解。 不管是他的朋友还

是同行,对他的一致评价是,他是一个坚持、愿意倾

听他人和接受不同意见的人,同时又是一个风趣的

绅士。 据乔纳森的同事和朋友威尔逊(Wilson)回

忆,乔纳森非常重视合作,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交流

范围,他交流的对象有学习科学家,有设计者,也有

教育心理学者,他热衷于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

进行全球交流,不断接触更多非教育学科的知识,如
工程学、健康科学、气象学、信息系统等(Robinson et
al. ,2013)。 他的学术生涯后半期重点研究问题解

决,“把自己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更好地理解问题

解决和建构设计模型上冶。 (宋述强,2004)密苏里

大学韦德曼(Wedman)博士因此评价乔纳森“比生

命更伟大冶(bigger than life)。
(二)教学观

乔纳森不仅是研究者,更是一名教师,他在专注

自己研究的同时,也很注重教学和学生培养。 乔纳

森曾在科罗拉多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密苏里

大学任教,开设过“计算机基础冶 “教学理论基础冶
“技术应用冶等几十门课程。 他不仅讲授自己的研

究重点,如“任务分析冶 “认知工具冶 “教学设计冶等

课程,还教授“入门 /高级 BASIC 语言冶等计算机基

础类课程(乔纳森,2007)。 乔纳森曾经与友人谈

到,“如果你的学生在一学期至少有一次因为听你

的课感到头痛而离开你的课堂,那就说明你做得还

不够好。冶 (Robinson et al. ,2013)
(三)教育技术观

乔纳森一直反复强调他对教育技术领域的一个

担忧,那就是对涌现的新技术趋之若鹜(宋述强,
2004)。 因此,他对教育技术的观点是先从学习出

发,再考虑技术的使用。 正如乔纳森所说,我们一直

受制于媒体和技术,如何以教育自身规律把握其发

展,让媒体和技术走到幕后且能游刃有余地被教育

利用,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和境界。 在教育技

术学科界定方面,乔纳森认为,决定一门学科是什么

应是这个学科做了什么,只要做的事情有意义,该学

科处在哪个理论阵营并不重要(任友群等,2009)。
教育技术本身就是一个涉及各领域背景内容的学

科,因此与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领域交叉融

合,也是乔纳森认为的教育技术观,他自己也是如此

躬行的。
(四)拓展了教育技术研究方向

1. 以问题解决为背景

问题解决是乔纳森的重点关注领域,许多学者

在他的问题解决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研

究。 乔纳森对学习中的问题模式提出了五种特征:
结构性、境脉性、复杂性、动态性以及领域专一性

(Jonassen,2011)。 达巴格和达斯经过大量实证研

究,对乔纳森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特征进行了

扩展,提出了问题的六大主题:问题复杂性、问题主

题的本质属性、问题任务、问题结果、问题解决活动

及成果类型(Dabbagh & Dass,2013)。 他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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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是对乔纳森问题解决理论的补充与拓展,问题

解决也会一直成为教育技术学领域学者研究的重

点。 即使是与乔纳森观点不同的学者,在问题解决

与教学方面的争论性研究也极大地促进了问题解决

领域的发展(Reeves et al. ,2013;Jeroen,2013)。
2. 以知识建模为基础

乔纳森在研究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强调知识建

构的重要性。 他提出个体心智模型 ( Jonassen &
Henning,1999)与协作团队心智模型的概念,认为建

模技能是完成有意义学习最关键的能力之一。 学习

者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应用建模技能,其中包括建模

领域知识、建模问题、建模系统、建模语义结构以及

建模思维过程等( Jonassen,2009)。 在乔纳森的建

模理论基础上,伊芬萨勒和西尔将心智模型与范式

(schema)进行了关联比较,得出“心智模型是对知

识独一无二和强大的心智呈现冶的结论(Ifenthaler &
Seel,2013)。

3. 以学习技术为支撑

教学必须领先技术,这是乔纳森一直呼吁的原

则。 因此,即便是乔纳森重点强调的认知工具,也是

在有意义学习或问题解决的理论基础上应用技术产

生的。 乔纳森认为认知工具或思维工具在有效的技

术推动学校学习中起到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之后的学者也验证了这一观点。 埃特默尔等通过案

例分析,对影响教师在技术整合和教学变革中的认

知和情感因素进行了细化,提出技术使用的未来趋

势是技术辅助式学习( technology-enabled learning)
代替技术整合式学习( technology integration) (Ert鄄
mer et al. ,2013)。 乔纳森曾提出希望通过多种策

略评估问题解决的多维度(Jonassen,2011),赖曼等

学者就针对这一问题开展了研究,他们运用包含云

计算等技术在内的评价系统对问题解决学习环境进

行评估,从特定角度拓展了乔纳森的研究(Reimann
et al. ,2013)。

4. 探索教育技术新范式

乔纳森的学术生涯经历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
建构主义认识论应用、学习与问题解决三个阶段,探
索了不同的教育技术范式。 已故图灵奖得主吉姆·
格雷提出的数据密集型科研“第四范式冶,将大数据

科研从计算科学的第三范式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

种科研范式(Hey et al. ,2009)。 舍恩伯格《与大数

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一书指出,当下大

数据正悄悄地影响教育体系的每个层面,对于全世

界的学习与教育都会产生深远影响(维克托·迈尔

-舍恩伯格等,2015)。 大数据与学习分析为教育提

供精准获知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并有效地为学习者提

供精准的教育服务,使得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学习成

为可能。 未来,基于教育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技术,开
展数据驱动的学习和评估的研究和实践将成为教育

技术研究的范式。
5. 推进面向教育实践的创新

电子书包、MOOCs、翻转课堂在教育中广泛应

用,3D 打印、游戏与游戏化、自我量化、虚拟助手、基
于手势的计算、可穿戴技术、云计算、物联网等越来

越多的技术和工具正逐步应用于教育教学。 按照乔

纳森的教育技术观,我们应以教育自身规律把握其

发展,让媒体和技术能游刃有余地被教育所利用。
教育技术需要探寻自身的本质规律,使用恰当的技

术进行设计、创造、探索和创新教育,需要“教育制

造冶产品,需要设计“教育技术冶,需要更高层面的集

成创新;通过设计、研制和评估教与学的工具、方案、
平台、服务以及相关环境,构建教育的新环境(吴永

和等,2013),即以教与学为核心,用技术为教育提

供资源、工具、平台、产品和环境,促进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利用技术促进 /支持学习,推进

面向教育实践的创新。

三、对中国教育信息化影响

摇 摇 乔纳森有四本书被译成中文,三篇论文被译成

中文且在正式刊物上发表(见表一)。 其中 2 篇论

文(上、下) 和 1 本书涉及乔纳森的重点关注领

域———问题解决。 由此可见,乔纳森的问题解决相

关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对中国学者来说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学习环境、教学设计理论、思
维工具也是中国学者认为可供学习和参考的领域,
特别是《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被引近 2000 次。

(一)国家政策层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明确提出,要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鼓
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

信息技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冶。 问题解决能力已成

为我国教育政策的重要关注点。 2012 年 3 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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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颁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 -2020
年)》中,“学习环境建设冶 “智能化教学环境冶等关

键词频繁出现,以“信息化工具冶等技术作为辅助手

段,强调“增强学生在网络环境下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冶。 2012 年 9 月,教育部杜占

元副部长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话会议上提出

“三通两平台冶建设作为今后两年教育信息化的重

点工作(杜占元,2014)。 “三通两平台冶强调硬件教

学环境与教学资源以及软件学习空间的建设,特别

是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冶方面,更是提倡自主

化、个性化、基于资源的学习环境建设。 乔纳森的学

习环境建构和问题解决理论为我们分析和解读国家

规划和政策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智慧学习环境与建构主义学习环境

智慧教育以智慧学习环境为技术支撑,以智慧

学习为根本基石,以智慧教学法为催化促导。 智慧

学习要以先进的学习、教学、管理、利用的思想和理

论为指导,乔纳森的建构主义教学观与学习环境设

计理论就属于这一范畴(祝智庭等,2012)。 乔纳森

将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定义为六要素 ( Jonassen et
al. ,2003) ,与中国大陆学者对智慧学习环境的设

计研究有共通之处(见表一)。

表一摇 乔纳森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与智慧学习环境比较

乔纳森建构主义
学习环境六要素

祝智庭智慧学
习环境八大特征

智慧
学习环境六要素
(黄荣怀等,2012)

信息资源 数字化学习资源 学习资源

认知工具

对话 / 协作工具
学习工具 智能工具

社会 / 境脉支持

感知情境

无缝连接

个体差异化推送

学习分析

学习社群

教学社群

问题 / 项目空间 便捷接口 学习方式

相关案例 学习活动 教学方式

与此同时,智慧学习环境的学习者要将绝大部

分心理资源集中于复杂知识技能学习、劣构问题解

决、专题项目设计等需要投入高阶思维和高度智慧

的学习任务上(祝智庭等,2012)。 这种情况下,如
何设计和解决劣构问题就成为智慧学习的关键。 作

为问题分类的创始人,乔纳森在劣构问题的应用情

境与设计模式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 劣构问

题的解决步骤、运用活动理论进行具体教学步骤的

设计等可以为智慧学习环境发展提供启发。
(二)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

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为“全冶学习生态环境的

构筑提供了基础与参考(吴永和等,2013)。 从单个

角度来说,电子书包是构建一种由学习内容、移动终

端和服务平台三者结合的数字化学习环境(郁晓华

等,2012)。 电子书包其实是一种信息化环境的集成

体,它整合了电子课本的内容(资源)、电子课本阅

读器(设施)、虚拟学具(工具),并连通无缝学习服

务(平台)(吴永和等,2011)。 从乔纳森建构主义学

习环境六要素角度来看,电子课本是信息资源的本

身和载体,电子书包是构建学习环境的物理支持,而
电子书包包含的虚拟学具是认知工具与协作 /对话

工具,它同时提供了一种社会 /境脉支持。 工具在电

子课本与电子书包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此外,乔
纳森在认知工具、思维工具、概念地图、超媒体等领

域的大量研究成果可供参考。

四、小结

摇 摇 乔纳森是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技术研

究先驱。 他对教育技术乃至其他领域的贡献有目共

睹,不仅给教育技术领域带来了丰硕成果,同时也是

教育心理学、教学技术和学习科学领域的引领者。
他的成果和观点会被后继者发扬光大。 正如乔纳森

的学生伟鸿(Woei Hung)所说,尽管乔纳森离开了

物理世界,但是他的人生观和研究观点将永存。 缅

怀乔纳森教授之际,期望学者们站在巨人肩膀上继

续攀登教育技术高峰,以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冶的绝美风光。

[注释]
淤http: / / web. missouri. edu / jonassend / CV-JONASSEN. pdf,2014

年 4 月 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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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Giant:
To Commemorate David H. Jonassen

WU Yonghe1,CHEN Dan2,LIU Xiaodan3 & XING Wanli4

(1. School of Open Education and Learning & Shangha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Digital Education Equi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China;
2. Department of Libera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China;

3.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China;4.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Learning Technologie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MO. 65201,USA)

Abstract: We wrote this paper in memory of David H. Jonassen, who passed away two years ago, for his great con鄄
tributions to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is paper summarized Jonassen ' s works and achievement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both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literature. Particularly, we analyzed his articles and books through citation
charts. Four keywords were used for our analysis: learning, problem solving, cognitive tools, and learning environ鄄
ment. As the basis of citations from Chinese literature databases, we emphasized his influence on educational informa鄄
tionization in China and compared it with other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s from Jonassen's books
and articles, we summarized the impacts of hi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hina, including national policies, smart learn鄄
ing environment, and e- textbook / e-schoolbag. His personal charisma and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have inspired
many scholar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 role model for future scholars. As a giant in the area of educational technolo鄄
gy, Jonassen will be remembered forever.
Key words:Jonassen; problem solving; meaningful learning; cognitive tools; learn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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