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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数智时代，全球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互联网、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等新技术正在加速教育教学理念和范式的变革，推动教育向智能化、

个性化和互动化发展。积极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探索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的

深度融合，构建智能化学习环境和教育新生态，要加强全球合作，秉持开放

共享的精神，把握机遇、携手共进，共建共创创新成果，引领数智时代教育

发展新方向。

2023年11月，北京大学联合全球30所高校成立了“数智教育发展国际

大学联盟”（Digital  Intelligence-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Alliance， 

DI-IDEA）。该联盟以“致力人类进步、创新教育未来”为使命，旨在推动全

球高校之间的协同合作与交流互鉴，促进数智技术与教育的创新发展。

《教育技术的对话之道》一书于2023年在英国出版，作为DI-IDEA的重

要学术成果之一，2024年中文版面世。该书系统探讨了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紧

密联系，强调未来教育不仅要适应新兴技术的发展，还应积极引导这些技术

的应用和进步。本书作者剑桥大学鲁珀特·韦格里夫（Rupert Wegerif）教授和

路易·梅杰（Louis Major）博士指出，对教育技术进行设计思考，实际上是在

规划教育的未来。基于此，书中提出了对话式教育技术设计理论，为理解和

应对数智技术挑战提供了创新且建设性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不仅丰富

了教育技术的理论体系，还为未来数智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与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到实践，作者通过详尽的案例研究展示了数智技术在不同教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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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的实际应用，涵盖基础教育到终身学习的广泛场域。这些研究表明，数

智技术能够创造动态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有效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

果。书中还探讨了对话教学在不同教育体系中的定制化应用，强调文化背景

对数智技术实施的重要影响。这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数智技术在多样化教育

环境中的适应性，同时也重新定义了教师从知识传递者向学习引导者和学习

环境设计者的角色转变。这一转变要求教师掌握新技术工具，并需具备设计

和管理创新性学习环境的能力。总之，作者的理论洞见和实证案例为教育技

术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系统性和前瞻性的视角，为数智技术推动教育改

革和提升教学质量开辟了新路径。

每一次变革都要求我们从新的维度和理念重新审视教育发展路径。数智

时代的新技术发展和应用，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界限，引发了学术、教

学、管理的深刻变化，这已成为全球教育界的共识。DI-IDEA将凝聚联盟成

员力量，不断推动数智时代教育技术的理论创新，引领数智技术在教育中的

深度应用与变革。

在此，谨向DI-IDEA的重要成员——剑桥大学未来数字教育中心（DEFI）

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剑桥大学教育学院鲁珀特·韦格里夫教授和路易·梅

杰博士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感谢你

们为全球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创新动力。你们的研究不仅开创了教育技术

的新方向，也为世界各地的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

北京大学教务长办公室兼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

数智教育发展国际大学联盟（DI-IDEA）秘书长

孙华教授

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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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从历史、哲学、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的角度全方位地探讨了教育技

术。教育技术理论日趋复杂，本书极富前瞻性的见解，挑战了教育技术领域

的思想体系。两位作者立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不仅丰富了“对话式教育”

的内涵，也为我们如何思考人工智能的影响和角色提供了更深刻的见解。

——伦敦大学数字技术学院教授  黛安娜·劳瑞拉德

在社交媒体、互联网信息和ChatGPT横行的世界中，学校匆忙采用在线技

术开展教学。然而，目前社会主流看待教育技术的思想早已过时。关于对话

式学习和技术适应的复杂理论为教育方法带来了新的机遇，能够避免不当使

用技术工具的风险。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有关教育的哲学思考不断前行，

错综复杂，很多脉络都令人异常费解。幸运的是，这本书以一种极具可读性、

洞察力、批判性和连贯性的方式，深入审视并探讨了最重要的创新理论、教

学法和技术及其哲学基础。

——德雷塞尔大学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名誉教授，《国际计算机支持合作学习》 

创始编辑  格里·斯塔尔

在本书中，韦格里夫和梅杰通过阐释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给教育技术

领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启发式视角。二位作者心怀广大读者，基于“一种新

的教育技术对话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提出一系列强有力的见解，使读者

既能了解新技术如何从个人和社会层面影响教学实践，又能从书中的案例受

益——迄今为止，恐怕没有方法能比对话式教学更高效地达到此目的，也恐

怕没有其他作者能如此出色地概述出此教学方式的实际应用。哪怕对于其他

学科而言，本书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詹姆斯·沃茨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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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设计作为一门科学，囊括了如下两个核心问题：人们应学什么（或

者说应教授什么）？如何帮助人们实现这样的教育目标？本书重点关注教育技

术设计，以极高洞察力探讨了教育设计的核心问题。两位作者独具匠心，将

哲学深度与令人信服的案例无缝融合，且通过具体案例与理论框架的结合，

使我们得知如何利用技术吸引学生学习、帮助学生学习、建立学生间的联结

以及拓展学生视野。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教育与课程教授  阿瑟·巴克

常有人说，教育技术领域的先锋们无暇顾及历史，无需研究理论。抛开

这些偏见不谈，正如在教育中将理论和实践结合需要费不少工夫，于教育技

术领域也如此。本书认为亟须重建技术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这种重建既是理

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技术先于教育诞生，并赋予教育目的，技术从来不

是教育的附属品。两位作者成功地开辟了“对话空间”。在此空间，工具与目

标、思想与行动间的关系得以重塑。于教育技术领域而言，这一重要贡献是

场及时雨。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育学院名誉教授  彼得·古德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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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  言

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实用的了。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

我们为什么需要教育技术“理论”？

目前，大多数教育技术研究缺乏或根本没有理论依据（Bond等，2019；

Bodily等，2019）。即使提到理论时，通常只限于教育理论，很少涉及技术理论

（An和Oliver，2021）。这与我们熟悉的观点一致——教育应遵循教学法，而不

能由技术主导。这一观点通常被视为不争的事实，鲜有人质疑。大量有关教育

技术的理论文献也反映出研究者对“技术”影响后果的担忧。许多学者担心，

教育技术公司的经费支持可能让技术及技术专家在教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从

而偏离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例如，Selwyn，2017）。总之，大多数教育技术研

究的核心逻辑认为，教育应以人为主导，而非以技术主导。

表面上看，这种逻辑似乎合理。确实，人类经常借用工具来实现自己的

目标。人们通常认为，目标应由人主导，而非技术工具。如果工具具有自主

性，不仅会被看作是奇谈怪论，还可能让人感到不适甚至不安。《终结者》和

《西部世界》等反乌托邦影视作品反映了人们对技术主宰一切并控制人类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