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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学研究导论》

内容概要

张秀梅所著的《远程教育学研究导论》在借鉴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远
程教育学科的根本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内容包括远程教育的学术发展概况、远程教育学科之“异”(
学科特色)、远程教育学科之“形”(结构要素)、远程教育之“体”(内容体系)和远程教育学科之“矢
”(课程体系)等五个主要部分。其间的逻辑关系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系统阐述了远程教育之所以为
“学”的依据。
    《远程教育学研究导论》适合热爱和从事远程教育研究和实践的人员使用，可供教育技术学和成人
教育学研究者阅读，也可作为远程教育和教育技术学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以及远程教育从业人
员继续教育培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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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秀梅，吉林延边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成人远程教育的教学与
研究，研究兴趣包括远程教育基本理论、远程教育管理与教学、远程教育国际比较等。主持了2项教
育部课题，1项省级课题，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在教育类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
中8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成人教育学刊》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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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远程教育学元研究概述
  第一节  国外远程教育元研究概述
    一、学科体系结构有待完善
    二、理论研究着眼于“点”而非“体”
  第二节  国内远程教育元研究概述
    一、学科体系结构有待完善
    二、学科专业成为热点
    三、科研课题有待深入
  第三节  远程教育学科体系的构成
第二章  远程教育学科发展概况
  第一节  国外远程教育学科发展概况
    一、学术研究掠影：实践与研究并进
    二、学科外部特征：学科已经建制
    三、三次学术争鸣：直指领域内核
    四、文献内容分析：学科自检意识较强
    五、学科发展水平：学科地位业已确立
  第二节  国内远程教育学术研究发展概况
    一、学术研究掠影：实践推动研究
    二、学科外部特征：学科正在建制
    三、文献内容分析：各子领域研究方兴未艾
    四、学科发展水平：学科地位正在形成
  第三节  国内外远程教育学科发展模式对比
第三章  远程教育学科之“异”：学科特色
  第一节  国际远程教育学科论争鸣
    一、学科派主要观点
    二、反学科派主要观点
    三、远程教育是一门学科
  第二节  远程教育学科的基本问题
    一、远程教育和远程教育学：实践范畴与研究范畴
    二、逻辑起点：学科独立的根本所在
    三、学科性质：一门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科
  第三节  远程教育学与邻近学科的比较
    一、远程教育学与教育技术学
    二、远程教育学与成人教育学
    三、远程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学
    四、远程教育是一门独特的学科
  第四节  远程教育学科的独立创建
    一、远程教育学科独立创建的可能性
    二、远程教育学科独立创建的必要性
    三、正确处理独立与借鉴的关系
第四章  远程教育学科之“形”：要素体系
  第一节  结构框架的初步拟定
    一、国内外现有学科体系结构
    二、双层十一要素学科体系结构
  第二节  结构框架之因素分析
    一、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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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样本基本信息
    四、因素分析
    五、因素命名
第五章  远程教育学科之“体”：内容体系
  第一节  远程教育基本理论
    一、远程教育理论的重要性
    二、远程教育理论体系
  第二节  远程教育研究方法和方法论
    一、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重要性
    二、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
    三、远程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
  第三节  远程教育学习支持服务
    一、基本认识
    二、ICT背景下学习支持服务的变与不变
    三、研究范畴
  第四节  远程教育管理
    一、远程教育功能子系统
    二、管理结构分类
    三、机构内部管理
    四、经济学成本分析
  第五节  远程教育评估和认证
    一、认证种类
    二、认证机构
    三、认证程序
    四、评估方法
    五、评估内容
    六、中外评估和认证制度比较
  第六节  远程教育政策法规
    一、远程教育政策分析框架
    二、政策层级和内容
    三、政策研究现状
  第七节  远程教育的教与学
    一、理论基础
    二、主要研究范畴
    三、远程教学模式
  第八节  远程教育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一、教学设计与媒体应用
    二、媒体技术发展阶段
    三、媒体和技术应用效果研究
  第九节  远程教育参与者研究
    一、远程学习者
    二、远程教师
    三、远程教育领导者和管理者
    四、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
第六章  远程教育学科之“矢”：课程体系
  第一节  远程教育学专业课程开设的国际背景
  第二节  远程教育专业人员应具备的能力素质
  第三节  国外五所院校的远程教育专业硕士课程体系比较
    一、美国马里兰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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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
    三、美国新东南大学
    四、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
    五、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六、综合比较
  第四节  我国远程教育专业硕士课程体系设置
    一、中外远程教育专业课程计划的差异比较
    二、我国远程教育专业硕士课程体系设置
第七章  中国远程教育学科建设之路
    一、远程教育学科将逐步独立和建制
    二、缩小研究差距，继续扩大本土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三、遵循“三结合”模式设置远程教育专业课程体系
参考文献
附录一  文献内容分析分类界定
附录二  各杂志内容分析统计数据表
附录三  “远程教育学科研究框架”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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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即便是已经确立学科地位的高等教育学学科，也没有解决好研究对象、独立明确的概念体系、理
论体系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其体系基本上是普通教育学与高等教育特点的相加，存在着把
普通教育学简单延伸到高等教育的弊端”（侯怀银，1998）。潘懋元指出，现有的以“高等教育学”
题名出版的著作基本上是从教育学移植过来的知识体系。且“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是在中国本土产生
与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从他国引进的”（潘懋元，2004），成人教育学也面临同样问题，是普教理论
的机械“翻版”。然而，学术界特别是教育界对成人教育学是否一门独立学科、能否成为一门完整学
科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说明，成人教育学的学科地位还没有被学界普遍承认，成人教育学
的学科体系建设还远未成熟（朱涛，2004），甚至还有研究者在研究成人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张夫
伟，2003）。而教育技术学“由于本领域技术发展太快，理论涵盖的范围又太广，因此基础理论建设
难度很大，至今还很不尽如人意。学科基础理论的薄弱已经引发诸多问题，尤其是作为教育技术学专
业核心课程的《教育技术学》，不仅始终缺乏理论深度，甚至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桑新
民，2003）。　　这财远程教育学科独立创建的必要性有两点启示：第一，这些学科自身体系尚不成
熟，但没有阻碍其建立学科地位，远程教育也可以创建其学科地位；第二，这些学科有自身的特殊研
究对象，远程教育也有，所以远程教育也有必要独立创建。　　（2）国情比较：在欧美，基更等学
者通常用“远程教育研究”来指代“远程教育学科”。他们虽然都认为学科已经确立，但很少用“学
科”这个词，这一方面可能与中西方思维习惯的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西方教育制度的差异这一
客观因素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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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是远程教育领域一次不错的总结，也是一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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