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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信息技术已渗入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这可能需要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教育技术应用的成效是什么？体现在哪？
这个问题寻求的答案，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回答，比如提高了
教学效率，节省了教学时间等，这是它的短期成效。这里追问
的是它的长期成效，即技术应用对教育教学进而对学生发展最
终带来了什么？按常规的方法计算，如果劳动时间不变（教学时
间不变），教与学的效率得到提高，那么必定意味着单位时间内
（一学期或一学年）将取得更多更高（额外部分）的成效。这也即
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即技术应用带来的额外成效是什么？

以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为例，教师用事先准备的 PPT代替
板书，可以节省不少板书时间；用增强现实技术、虚拟仿真技
术、元宇宙等模拟火山爆发或原子核内部结构，逼真的演示远
超教师的口头描述。那么，节省出来的时间又用做了什么？学
生什么潜能因而得到额外的开发？教学内容变得生动、直观、
易理解后，学生的认知力、理解力或成绩等有什么改观？

自动化生产、机器人的应用，让大型工厂只需少数工人就
可运行。机器把人从各种苦力中解放出来，人也因此享有了更
多其他方面的追求（如旅游、休闲）。这些都是可以看见的效果。
教育技术应用可否取得类似可见的成效？

也许有人说，应用技术而节省出来的时间都浪费了，这种
说法显然不符合实情。而节省的时间如果都用于教学，那么相
比没有应用技术教学的学生（如他们的祖辈父辈），他们额外多
发展了什么？

也许有人说，教育技术应用带来的增益，有些是不能测验
的，如理解能力、认知能力、想象力、创新力等心智的发展。
这是可能的。这些能力中，有的不是短期能显现的，有的很难
直观测量。那么，可以测量的发展表现有没有？是什么？如果
认知难以测量，态度情感等方面有没有可以测量的表现？

如果任何证据都不能提供，或者直白地说，技术应用不能
给学生带来任何额外的发展（暂且不提负面影响），那我们耗费
巨资投入教育技术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教育技术应用岂不沦为
一场徒有好看花哨形式的表演？难道技术赋能教育也仅仅具有
场面热闹，让外人看起来酷、老师教起来爽、学生学起来快的
功效？我们能否含糊地说，今天的中小学生，比他们的祖辈父
辈（没有用教育技术）学得更好，心智变得更聪明？

贸然提出这些问题，目的当然不是否认技术应用给教育带
来的积极影响，而是期待引发思考如何推进教育整体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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