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4卷第 5期 2022 年

215

关于“学科交叉”所产生相关问题的探究

—基于我国西北与东南沿海地区相关调查数据

张 瑞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学科教育中部分专业名称更为专业化，但不为部分学术者知晓和认可；如“学科交叉”所产生名称限定和变更、“不
为人知”以及培养重视程度低等问题不仅与专业划分、就业和招聘等问题息息相关，亦成为阻碍我国教育发展的障碍。其中最

具代表性为教育技术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文章首先对比分析两专业主修课程，再分别选取我国西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各 5
个省共计 106所高校，以拥有的教育技术学教学点和机构数量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研究方法探讨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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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professional names in discipline education are more professional, but they are not known and recognized by some
academics; such as the name limitation and change of "interdisciplinary", "unknown" and low emphasis on training are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professional division, employment and recruitment, but also become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se ar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paper first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main courses of the two majors, and then selects a total of 106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5 provinces i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east coastal regions of China, taking the number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eaching points and institut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ing content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related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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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发挥我国人力人

才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巨大等综合优势，改革创新科技研发

和产业化应用机制，大力培育专业精神，促进新旧动能接续

转换。2018 年 3 月 7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

团审议时，听取了 10 年前归国创业的袁玉宇代表的发言后，

强调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

是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的，只能是大而不强。强起来靠创新，

创新靠人才”。
早在 2012 刘延东同志就曾提出要构建促进我国教育技

术发展的“三通两平台”政策（“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

班班通”和“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2018年 4月 13日，教育部印发

《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其目的是实现从专用资源向

大资源转变。从提升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提升信息技

术素养转变；从应用融合发展，向创新融合发展转变。2020
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指出：

“研究方向的选择要坚持需求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

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彰显

了在面对国家实际重大战略需求时，充分利用人才资源，不

能因为“专业名称”而无法开展科技创新。

以上重要举措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对由于“学科交叉”而
造成的专业内涵“不为人知”，最终导致对这些专业不培养、

不重视等严重的问题现象。

2 关于“学科交叉”等的发展理论与其产生的相关问

题阐述

2.1“学科交叉”等的发展理论

上世纪 70年代末，邓小平审阅并亲笔批示同意了《关

于筹备电视大学的请示报告》[1]；由此，我国远程教育事业

进入白热化阶段，国内学术者深入研究远程教育，以提高远

程教育质量。但由于我国远程教育多样性，没有形成系统性

定义，只提出了一些典型时期特征，例如，广播电视教育和

卫星传输教育的继续发展[2]；对广播电视大学中高等专科学

校教育的控制和调整[3]。1980年，德斯蒙德·基更（以下简称

基更）博士提出了远程教育定义：学生和教师或教育机构在

学习全过程中处于相对分离状态，他们之间通过各类技术媒

体进行交流和对话而从中受益[4]。该定义虽较为符合当时远

程教育特征，但不足之处在于，所阐述“各类技术媒体”和“交
流和对话”与当时“电话”为“同音字”，导致部分非教育界学术

者将“电化教育”误认为“电话教育”。电化教育领域专家曾努

力采取各种举措改变这种误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

称为我国电化教育专家和奠基人之一的南国农先生，曾精心

筹备在甘肃省博物馆举办一次为期 20 天的电化教育展览，

此次展览吸引了几万名教育界和非教育界学术者并让部分

普通大众初步认识并了解了“电化教育”。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1985年），南国农先生主编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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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了名为《电化教育学》的电化教育教材，对“电化教育（运

用现代教育媒体，并与传统媒体恰当结合，传递教育信息，

以实现教育最优化[5]）”明确定义，解除大众误解。20世纪

90年代，我国远程教育事业处于战略革新和起飞期[6]。与此

同时，AECT（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
Technology，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也于 1994年发布了

较具影响力的 AECT，94定义：“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i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sign,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processes and resources for
learning.”[7]，该定义中表征为 “教学技术 ”（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直到本世纪初，为顺应时代教育信息化发展，华东师范

大学的祝智庭教授出版了名为《现代教育技术—走向信息化

教育》的著作并提议将“电化教育”更名为“现代教育技术”。
他指出“相较于‘电化教育’而言，‘现代教育技术’是‘电化教育’
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个新方向，它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运用

信息化技术手段更加先进，从而也更能提高教学效率”[8]。尽

管为顺应时代发展或其他一些原因而迫于将“电化教育”更名

而争议，但在争论过程中，南国农先生是最坚持保留“电化教

育”名词的研究者[9]。名称改了，定位变了，研究领域泛化”
了，培养目标模糊了，努力方向没有了，更加导致本已对“电
化教育”消除误解且已初步了解的部分学术者和企事业单位

面对新生事物一般。

2.2“学科交叉”等产生的相关问题

为顺应时代发展，教育领域将“电化教育”更名为“教育技

术学”，并将其规定为“教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与之部分专

业知识相似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则划分在隔山相望”的计

算机领域。在归纳和整理高校中关于攻读两专业（学士、硕

士和博士）必修课程后可发现，主修课程存在近乎一半相似

的现象（如图 1）。

图 1 两专业主修课程或研究方向对比

如图 1所示，笔者搜集并对培养两专业所需全部研修课

程（本科到博士研究生）。通过对比和分析，用较为明显颜

色标注出两专业相同或相似的研修课程。在详细分析和归纳

后，以两专业全部研修课程所处研究领域不同为依据，大体

将其归纳为五类：计算机基础、编程和程序设计、网络信息

安全、人工智能、软件设计与开发。两专业在五类领域中相

似度如表 1所示。

表 1 两专业在五类领域中相似度

表 1的分析和归纳表明，两专业主要研修课程所处研究

领域均具较高相似度。尤其在当下较为领先的“人工智能”领
域，两专业研究相似度高达 70%。在“计算机基础”、“编程和

程序设计”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相似度也分别达到了 50%、

50%和 40%；其中，相似度最低的“软件设计”也高达到 30%。

为便于直观描述，作条形图如图 2所示。

图 2 两专业在五类领域交叉直方图

表 1和图 1的结合分析可说明，两专业学习者掌握的计

算机相关知识处于同等水平。且在实际中，部分教育技术学

学习者因出于对计算机的疯狂热爱，所具备的计算机知识已

超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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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对象的选取、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的分析

若要知晓西部地区教育技术的发展状况，就要先归纳和

统计发达地区对“教育技术”人才的培养状况并与西部地区进

行对比，再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分析和说明。

3.1研究对象的选取

在对全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和分析后，发

现我国东南地区各高学校对于教育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较

为重视。因此，以我国西部地区和东南地区高等学校对教育

技术人才培养和重视程度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两地区“地势

走势”（西高东低和北高南低）选择10省份：“西部地区”（陕

西省、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和“东南地区”（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和台

湾省），再通过“高校排名”（省份重点高校、普通本科和专

科院校）方式在所选取10省（市）中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106所高校（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苏省、广东省和台

湾省的高校数量较多，分别选取11所、11所、12所和12所）

形成研究样本。比较两地区的教育技术培养点以及相关机构

数量，从而分析其对该方面人才的重视程度。

3.2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简称 CA）是一种对研

究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10],首先由美国

传播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B.Berelson）提出并逐渐被部分

研究者推广运用；在随后几十年里，内容分析法被广泛应用

于新闻传播、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其

理论基础和应用模式也不断得到完善；时至今日，可将内容

分析法的特征归类为明显、客观、系统和量化等四个方面[11]。

由内容分析法的特征可得而出，该方法对相关信息内容以客

观、系统和量化的方式加以统计，再基于分析统计结果给出

合理和正确的评价。

本文选取内容分析法,主要是我国“西部地区”和“东南地

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且评价较为繁琐，首先需

要对两地区选取高校的教学点数量进行统计，再把这些来自

不同对象的样本的量化结果加以对比[12]，以达到正确判断或

评价两地区对教育技术人才培养重视程度的目的。

内容分析法不仅能够客观、系统和定量地对信息内容进

行描述，而且在随后的推广应用和逐渐完善过程中形成了相

对完善的几种应用模式。其中较常用的模式有：特征分析

(feature analysis)、发展分析（Development analysis）和比较

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13]。考虑到我国“西部地区”和“东
南地区”的特征，且教育信息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在研

究过程中采用更为具体的“特征分析”和“比较分析”模式对研

究样本进行量化和分析。

“特征分析”是通过对同一中心问题在不同场合或地域表

现的资料进行量化和分析，找出稳定因素，从而达到判定中

心问题特征的目的；而“比较分析”则是通过对不同对象或来

源的同一中心问题统计并量化分析，找出差异，达到正确评

价事物的目的。由两种模式定义可看出，“特征分析”达到了

判定问题特征的目的，而“比较分析”则达到了正确评价事物

的目的，将两种应用模式融合，才能达到本文的目的。

3.3研究结果的分析

笔者在对筛选的“西部地区”和“东南地区”共计 106所高

校拥有的教学点和相关机构数量进行查询和整理后，将相关

数据导入到MindManager Mindjet（思维导图）软件进行归纳

和统计，得到如下结果。（如图 3）。

图 3 两地区的高校“教育技术学”教学点

和相关机构数量对比图

如图 3所示，为MindManager Mindjet软件对相关情况

的归纳对比图。通过“特征分析”和“比较分析”量化和分析思

维导图可总结出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方面，“教育技术（电

化教育）”无论在“西部地区”还是“东南地区”，均占有一席之

地；另一方面，“东南地区”对“教育技术（电化教育）”人才

培养和重视程度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再将图 3的思维导图

中的数据量化和分析，录入 IBM SPSS Statistics 26中统计

归纳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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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两地区教学点和相关机构数量对比表

再次对表 2的统计数据对比表明，我国“西部地区”和“东
南地区”高校拥有的“教育技术”教学点和相关机构数量存在

显著差异。若假定拥有教学点级别和机构数量代表该地区“教
育技术（电化教育）”发展能力，则统计结果表明，不仅“东
南地区”高校的“教育技术学”教学点和机构数量远多于“西部

地区”高校，而且排名前 4的江苏省（135%）、福建省（130%）、

上海市（120%）和广东省（117%）均归属于“东南沿海地区”。
而我国发展较为滞后的“西部地区”（55%）教育技术（电化

教育）发展能力仅达到“东南沿海地区”（109%）的一半，这

充分凸显了“西部地区”对于教育技术（电化教育）人才不培

养和不重视的突出问题！为便于比较和说明，再次将数据导

入数据条形图并做相关比较（如图 4所示）。

图 4两地区高校拥有的“教育技术学”教学点

和机构数量比较图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研究结论

（1）我国“东南地区”的教育技术发展水平和对人才培养

及重视程度呈现较强势头，而“西部地区”则恰好相反，这主

要通过两地区高校所具有的“教育技术学”教学点和机构数量

多少体现出来。

（2）我国“西部地区”和“东南地区”的教育技术发展水平

并不均衡且能力差异巨大，依次为前 4名的江苏省（135%）、

福建省（130%）、上海市（120%）和广东省（117%）均归

属于“东南地区”。
（3）教育技术水平和对人才培养以及重视程度主要通

过两地区所拥有的师范类院校体现出来。师范类院校是该方

面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占有接近八成的培养度。值得关注的

是，对教育技术方面人才培养及重视程度已快速和深入普及

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师范类院校。

（4）“现代教育技术”、“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技术”等（随

时代发展由“电化教育”改变的学科名词）已被东南沿海地区

的各高等院校接受并使用，而西部地区仍在使用“电化教育”
学科名词。这充分说明我国西部地区的教育技术水平远落后

于东南沿海地区。

（5）我国“西部地区”虽在作最大努力以增强教育技术发

展水平和对人才培养以及重视工作，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大部分学术者认为：只需简单“培训”而不需专业“培养”），

导致始终较于科技较为前沿的“东南沿海地区”差距较大。

4.2研究启示

本文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法（CA）方法，对整理和归纳的

我国西部地区和东南地区各高校所拥有的教学点和机构数

量进行了量化和分析，从而有效探究和比较了两地区教育技

术发展水平和对该方面人才培养以及重视程度，为西部地区

更好建设教育技术水平提供了有益方向。通过对我国西部地

区和东南地区各高校所拥有的教学点和机构统计数量量化

分析，可以把筛选的西部地区和东南地区 106所高校分为四

型：重点培养类、普通教学点、设立机构高校和直接无。重

点培养类高校是指同时设立“教育技术学”学士点、硕士点和

博士点的高校，如西北师范大学（西部地区）、华东和华南

师范大学（东南地区）；普通教学点高校是指仅拥有一个或

以上教学点的高校，如青海师范大学和兰州大学（西部地

区）、上海师范大学、江南大学和深圳大学（东南沿海地区）；

设立机构高校是指没有设立教学点，但设立与“教育技术学”
对应的相关机构，如新疆农业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西北地区）、复旦大学-现代教育中心和福州大学-现代教

育技术中心（东南沿海地区）；直接无是指既无“教育技术学”
教学点，又没有设立相关机构的高校，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新疆大学、青海大学和天水师范学院（西北地区），上海和

华南理工大学（东南沿海地区）。通过详细分析上述分类可

以更加深入系统地了解两地区“教育技术”的发展水平，并反

思得到对发展滞后的西北地区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启示。

其一，重点培养类高校不仅能够对“教育技术”专业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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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资源进行重点且专业培养，而且能够带动学校内部的“教育

信息化”发展。在对两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后，发现东南地区对

“教育技术”重点培养类高校数量明显多于西北地区，充分说

明西部地区各高校和机构对“教育技术”培养不重视。

其二，由于普通教学点高校在两专业培养方案中，与计

算机的相关课程设置具较高相似度。通过对比两专业课程设

置表，可发现“教育技术学”学习者所掌握计算机知识已达到

甚至超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习者。

其三，设立与“教育技术”相关机构或平台的高校，充分

运用“教育信息化”和“现代教育技术”，促进教学质量。通过

对比两地区教育技术水平发展表，可发现，近乎 40%的东南

地区高校虽无“教育技术”教学点，但设立与之相关机构或平

台。

因此，从总体而言，与东南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不仅要

加强“教育技术”发展水平，还要加强对教育技术人才的重视

和培养程度。

5 结语

内容分析法（CA）是一种常用的比较研究方法，在本文

中使用该研究方法能够对我国西部地区与东南地”的“教育信

息化”差距进行深刻量化分析。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于两地区高

校所拥有的教学点和机构数量上，而且表现于两地区对教育

技术或教育信息化人才的重视程度上。这两个因素既相互独

立，又彼此联系。高校拥有的教学点和机构数量越多，表示

对教育技术或教育信息化人才的重视程度越高。

教育信息化与高速、分蘖、渗透、颠覆性发展的信息技

术紧密相连[14],而信息技术又与“教育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息息相关。若要使“西部地区”的信息化水平大力提高，

需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消除西部地区对“教育技术”重视程度低的思想；

第二，采取相关措施使大众了解并充分认识“教育技术”；
第三，消除企事业单位在招聘“计算机”相关岗位时，由

于专业名称和归属限制而仅考虑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而忽略“教育技术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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