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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语教学是对技术发展非常敏感的学科之一,外语教学与教育技术融合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要求。 但是从众多

研究融合文献来看,似乎“谈融合必深度”。 本文基于教育技术哲学的本质观、实践观和价值观,以英语阅读为例,采用单

因素组间方差分析方法,验证融合度对英语阅读教学效果的影响,探讨不同的融合度与参与度、交互性、价值取向、效果度

与满意度等适度性评价指标达成情况。 数据显示深度融合不一定带来良好的教学效果,深度融合并非课程质量唯一评

判,技术与教学融合亦非解决一切教学问题万能良方,技术与教学的融合贵在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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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智慧教学工具、VR 教学、AR 教学、混合式教学等教育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已将“教育技术与外语

教学融合”(下亦称“融合”)推向新的高潮,外语教学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逐步迈

入“融合创新,智能引领”的智慧教育新时代(任友群,2015:97),另一方面,多数研究都涉及深度融合,大有

“言融合必深度”的趋势,这不禁让人重新思索“乔布斯之问”:太多人将教育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视作提升

教学质量的一剂良方,但深度融合是否会给外语教学改革带来“药物副作用”? 融合是否真的越深越好呢?
本文以教育技术哲学三大基本观为理论基础,以英语阅课程为例,验证“教育技术与英语阅读教学融合度”
(下亦称“融合度”)对教学效果的影响,探讨不同的融合度与参与度、交互性、价值取向、效果度与满意度等

适度性评价指标达成情况。

1　 研究综述

教育信息化 2. 0 时代来临后,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的融合成为促进教学改革的核心推动力和教育智能

·251·



　 李艳如　 何冰艳　 王怡　 教育技术与英语阅读教学融合的适度性研究　

化的发展方向(安涛,2014:39)。 在对融合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通过整合各国关于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融

合情况,梳理出改善外语教学的主要技术要素(Ammade,2018),也有学者通过课程实践提出外语教学与教

育技术整合视域下的教学模式(
 

Shi,2020:228-229),还有学者对教育技术与外语课程融合过程的理论进行

探讨(胡加圣,2015:116)。 研究也发现了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穆罕默德·马克

苏德·阿里(Mohammed
 

Maksud
 

Ali)(2014)认为融合过程中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学校缺乏足够技术支撑,二
是教师缺乏足够运用教育技术的能力。 王娜等(2018:3-7)发现虽然有大量关于融合的理论研究,但缺乏真

正实践和深入系统的理论思考,而且有“谈融合必深度”的趋势。
教育技术哲学是将哲学、教育哲学、技术哲学等上游哲学理论应用于教育领域,用以诠释、探讨教育领

域的技术问题的方法论(王前,2009:15),自 20 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后,技术与教育的本质关系探讨便纳入了

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体系,卡普、海德格尔、伯格曼等哲学家对技术本质、技术在教育中的实践、技术之于教

育的价值进行了研究与判断(Shi,2020:230),并逐渐形成教育技术哲学三大基本观,即本质观、实践观、价值

观(颜世刚,2021:31-32)。 因为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本质就是探讨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是技术与教学两要素双

向性的融合过程,因此可从教育技术哲学层面对融合适度性问题进行阐述。
技术本质观可用于理解技术本质问题,技术在人类教育历史中一直都充当着工具和载体(邹斌,2021:124-

131),中国古代哲学将技术称作“器术”,“器”指物化设施,如竹简、算筹、笔墨等,“术”指抽象手段,如结绳、编
织、铸造等(王前,2009:27-31)。 伯格曼用装置范式实践了现代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也从存在主义视角将技术

视为人与世界的中介。 在对相关文献的调查分析中得知,人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出现了分歧,技术乐观论者将

技术作为知识的补充延伸,而技术悲观论者将技术视作累赘负荷(李芒,2008:11-15)。 技术起源归因于需求论,
技术发明和应用造就人类本身,人类发展进步促进技术发展,若仅把技术视作工具中介,那人就成为技术的奴

隶,技术使用适度性问题正是如何解决技术对人的奴役问题的根本途径,技术本质观中所倡导的技术与人精神

融合,创造新秩序、范式与文化等方向都是适度性问题的可实现策略指引(余胜泉,2012)。
技术实践观主张在技术变革中适度性地选择教育技术(伊德,2009:127),教学中使用的技术必然伴随着新

旧技术更替、传统先进技术间的渗透(常立农,2003:23)。 在融合进程中,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虚拟教室、云课

堂等新型教学模式中涌现出智慧教学平台、大数据评价方式、BYOD 教学模式等各类新型教育技术,若单纯视技

术为“器术”进行应用会低估技术使用的适度性,导致技术滥用、价值观缺失等不良后果。 教育是技术积累、发
展、变革的重要促进因素,是技术推广、应用、创新的前提条件,更是人才培养的实践场所,技术的发展应用不能

脱离人才培养终极目标,融合适度性问题是将技术实践与教育目标价值相结合,指出技术与教学不应充满激烈

冲突、强迫、压制,而应遵从教学自然规律,充分体现教学机智,合理运用技术。 因此,融合适度性问题可从遵从

教学自然本性出发,探寻技术教育间最适合的发展途径,令技术成为教育效果的优化。
技术价值观认为技术是负荷价值的,教育领域对于技术价值的考量即是在探讨人的主体性问题。 技

术不能为主体提供目的性价值,教育的元价值只能来自教育本身(安涛,2014:42),这是关注人的生命以

及生存的价值(张政,2020:145-151)。 技术哲学中倡导技术价值理性,抛开工具理性思想可能造成的生

命符号化及技术异化现象,技术活动应涵盖人类的社会需求和由此而定的价值取向(陈昌曙,1992:97)。
适度性价值观中指出不能脱离技术哲学去审视教育,也不能忽视教育对生命的关怀和促进生命发展活动

的根本目的。

2　 实验设计

2. 1 实验目的

基于教育技术哲学理论和对已有文献梳理,我们得到启发性假设:技术和教学融合度不一定越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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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度、交互性、价值取向、满意度与课程教学效果具有相关性,教学过程中参与度

高、交互性强的学生会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唐文秀,2016:89-91)。 那么,融合程度不同是否会引起不同

参与度、交互性、价值取和满意度,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本实验以英语阅读课程为例,拟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融合度是否会影响英语阅读教学效果?
第二,不同的融合度与参与度、交互性、价值取向、效果度与满意度等适度性评价指标达成情况如何?

2. 2 实验对象

2. 2. 1
 

实验课程

以 S 校英语阅读课程为研究个案,使用教材为北京大学李淑静编写的《英语阅读》(二),该课程目标

是通过篇幅长度在 1,000 字左右的阅读训练,使学习者词汇量大幅增加;熟练掌握词汇、语法及篇章结构

知识和阅读策略;理解有关通识话题的语言难度属于中级的文章,准确地掌握主旨大意,理解段落之间的

逻辑关系、篇章结构和隐含意义,为今后学术英语阅读及交流奠定基础。 英语阅读分为 12 个单元,每周

二学时,每个单元下设课文阅读、背景探寻、语篇分析、阅读技巧、长句解析、词汇积累、中国故事等七个

模块。
选择英语阅读课为实验课程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受日本东大机器人项目研究结果启发( Altun,

2015:22-27),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在英语词汇、句法上能够获得优于人类的分数,但因其无法真正理解语

义,在阅读理解问题上表现出缺陷,而这正是教育中所强调的创新思维能力体现,从阅读类课程与技术融

合的满意度测定能够充分反映人才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的达成情况;第二,英语阅读是英语专业主干课程,
综合性强,除了培养学生阅读理解能力以外,还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的听、说、写等教学活动培养综合语

言运用能力,其测试结果更能反映不同融合程度的教学效果;第三,英语阅读课对教育技术使用的约束性

和强制性不强,教师可以尽可能多地使用教育技术、也可以适度使用,便于对实验对象进行分组。 第四、
英语阅读在中国大学生 MOOC 上有现成的视频教学资源,同时教材和教学资源由北京大学英语教师团队

编写和创建,具有可信度和权威性。
2. 2. 2

 

实验组

选取 S 校某学院英语专业二年级 135 名学生为实验对象,其中男生 48 名,女生 87 名,年龄介于 20-
22 之间。 学生的学习特点是融合所关注的重点,课程教学模式及教学环境的结构性变革是融合的实践

路径(安富海,2018:112-116),在实验组的选择中,主要考虑到学生的学习特点及使用的教学模式,根据

教育技术参与到阅读教学的程度(融合程度)将学生分为如表 1 所示强融合、中融合、弱融合三个组,三个

组和三个自然班一致。 之所以选择大二学生,是因为大二结束时学生要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四级统考,以
专业英语四级阅读成绩为后测成绩,可以增强后测成绩的可信度和效度。

表 1　 实验对象分组情况

组名 人数 授课环境 技术要求
线上线下

教学比例

强融合组 45 智慧教室

中国大学生 MOOC、
 

微视频、Moodle
 

教学平台、问卷星、PPT、投影仪、音
视频等多模态教学资料和发挥互动、评测、整合、监控、管理功能的智慧

教室,使教育技术与教学充分融合

线上 约 60%,
线下约 40%

中融合组 45 多媒体教室 PPT、投影仪、音视频等多模态教学资料,使教育技术与教学适度融合
线上 约 20%,
线下约 80%

低融合组 45 普通教室
“一支粉笔、一张课桌、一块黑板”的传统课堂教学环境,基本不使用现

代教育技术
线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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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实验过程

2. 3. 1
 

前测成绩收集

本实验持续时间一学年,实验前收集学生大一英语阅读期末考试成绩,三个组的英语阅读课同老师、
同教材、同一套期末试卷,同一个教师评卷,因此成绩具有可信度,且成正态分布,符合独立样本 t 检验

条件。
2. 3. 2

 

教学实验

(1)强融合组

教师介绍中国大学 MOOC 中的英语阅读课程情况,上新单元之前,布置学生观看中国大学中的英语

阅读视频,目的是前置预学、学情诊断。 学生结合教材在线自主学习 MOOC 教学视频,并完成 Moodle 教

学平台上的相应检测题,平台自动评分,教师根据完成情况,诊断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 这个阶段

教师采用技能教学和内容驱动教学法。 课中教学的目的是深化巩固、内化应用。 教师利用问卷星检测同

学们课前学习情况,了解学情,并针对性地进行讲评,然后请学生做含视、音频口头陈述探寻新课文背景,
利用 question-answer 了解学生对课文难点的理解,讲解重要的阅读技巧和长难句,帮助学生认知重要的

词根词缀、扩大学生词汇量,接着根据阅读课文话题和现实开展口语练习。 最后教师采用项目驱动教学

法,组织学生模拟向外国讲述中国故事,并鼓励学生利用 ppt、音视频、VR 等智慧教室可以提供的技术,进
行多模态呈现和展示。 课后采用协作学习,鼓励学生在 moodle 平台上交流分享、互相学习、互相评价,充
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进步。 学生在 moodle 平台上讨论区交流学习经验和心得,提交学

习作品、作业等供教师反馈和同伴互评。 强融合组采用的是以翻转课堂为基础的混合式教学,这种教学

对技术需求量大,更能够实现教育技术和阅读教学的深度融合。
(2)中融合组

课前教师请学生预习课文,探寻与课文话题相关的背景信息,准备就背景知识在课堂上陈述,并完成

教材后面的阅读理解练习。 课上,先请学生利用音视频、 ppt 等辅助陈述背景知识,然后教师通过

question-answer 的方式检验学生对文章中心意思的理解和把握,并对学生阅读理解题完成情况进行反馈,
帮助学生分析错误原因。 接着讲解难句、段落或篇章理解等阅读技巧,借助学生已有的意象图示、语境和

语言知识理解文章中的重点生词,最后结合课文话题和现实生活提出口语练习话题,学生围绕话题分组

互动讨论,选代表课堂上陈述。 课后要求学生对课文的好段好句进行抄写和背诵,并完成课文词汇练习,
通过 QQ 或者微信群发送练习答案、补充阅读材料等信息,学生也可以在 QQ 或者微信上面进行讨论和互

相学习。 中融合组使用必要的教育技术,没有使用 moodle 教学平台、MOOC、问卷星等资源,聚焦语言技

能和学生的内化学习过程。
(3)低融合组教学方式和中融合组基本一致,但是回避使用 ppt、音视频等多模态的使用,是“一支粉

笔、一张课桌、一块黑板”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2. 3. 3

 

评价指标和收集数据

对三个实验组采取不同融合度的教学方法,通过前测和后测阅读成绩对比我们可以直接分析融合度

对阅读教学效果的影响。 同时,教学效果与学生的参与性、交互性、价值取向、满意度有关(唐文秀,2016:
98),研究融合度与参与性、交互性、价值取向和满意度的关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窥见融合度影响教学效

果的根源。 因此评价融合度的适度性指标分成:参与度和交互性(学习过程等)、价值取向(学习态度)、
和效果和满意度(教学效果),本评价指标体系符合适度性评价指标构建的针对性、层次性、可行性及系

统性原则(Smaldino,2018:12)。
本研究以 Moodle 课程平台研究数据为基础,通过文献分析、专家咨询、验证性因子分析,将适度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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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体系转化成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融合适度性评价量表(翟苗
 

等,2020),接着对三组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课程数据采集(包括 Moodle 学习平台学习大数据、平时作业数据、专四阅读成绩)。 最后进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检验三组实验对象是否有显著差异,采用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验证三种融合度对教学效果

的不同影响。
2. 4 实验发现

2. 4. 1
 

前测分析

为了确定选择的实验样本的有效性,选取三组学生大一期末英语阅读成绩数据,检测评估三个实验

组前测成绩是否具有显著差异。 先将三组学生测试成绩分为强-中、强-低、中-低进行三次独立样本 t 检
验,分别假设强-中、强-低、中-低组合中的测试成绩相当。 三次检测结果如表 3 所示:t 值分别为 2. 191、
-0. 918、-0. 652,t 检验中 p 值为 0. 32、0. 015、0. 516,均>0. 05,接受原假设,表示三个组在英语阅读成绩

无显著性差异,被试具备可信度。
表 3　 三组受试独立样本 t 检验推断统计表

组名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levene 检验 t 检验

F Sig. t df Sig. 均值差 标准误
差分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强-中 11. 679 1. 870 . 004 . 950 2. 191 74 . 032 5. 739 2. 619 . 520 10. 958

中-弱 11. 126 1. 829 . 403 . 528 -. 918 73 . 015 -7. 418 2. 542 -12. 486 -2. 351

强-弱 10. 891 1. 766 . 420 . 519 -. 652 75 . 516 -1. 679 2. 575 -6. 809 3. 450

2. 4. 2 后测分析

经过一学年的教学实验,三个被试组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四级统考,然后抽取阅读成绩进行单因素组

间方差分析,如表 4 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英语阅读课程中,教育技术与阅读教学融合程度对

学生阅读成绩有显著差异【F(2,111)= 5. 45,P<0. 05】,中融合组的学生成绩和强融合组的学生成绩均显

著高于低融合组的学生成绩,分别为 MD = 7. 82 和 MD = 6. 68。 但中融合组与强融合组的成绩无显著

差异。
表 4　 三组受试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推断统计表

强融合组(n=45) 中融合组(n=45) 低融合组(n=45)

M SD M SD M SD

F(2,11) POST
 

HOC(Tukey)

期末成绩 83. 37 11. 32 84. 50 10. 89 76. 68 11. 24 5. 45∗
中融合组>强融合组

强融合组>低融合组

2. 4. 3
 

三个实验组的适度性评价指标对比分析

为了解英语阅读课程的教学效果,根据适度性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关于英语阅读课程有效性的测试

问卷。 该问卷的整体科隆巴赫系数为 0. 93,各个层级指标维度的科隆巴赫系数都高于 0. 79,由此说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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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测试问卷可靠、可信。 随后对英语阅读课程的 135 名学生进行调研和现状分析,从三组相关分析数据

中,选取参与度、价值取向、互动性与满意度呈现显著相关的题项均值样本平均值数据,取三组学生后测

成绩均值数据转化量作为效果度数据,连同满意度均值数据,构成参与度、价值取向、互动性、效果度、满
意度五维雷达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适度性评价指标对比分析五维雷达图

首先从总体指标项中看,英语阅读课程的整体参与度尚可(μ = 4. 37),但在三个实验组中存在差异:
中融合组在课程参与度中表现最好(μ = 4. 44),强融合组的课程参与度其次(μ = 4. 38),低融合组的课程

参与度最低(μ = 4. 3),在适度性指标中的达成效果也最好。 其次,在课程的交互性中,三个实验组的数

据差异较大:由于强融合组使用到更多的智慧教学工具,因此交互性达成度最高(μ = 4. 53),中融合组的

交互达成度其次(μ = 4. 17),低融合组的交互达成度最低(μ = 4. 02)。 第三,在对英语阅读课程的学习态

度的数据中,被试者对课程中使用教育技术的必要性给予了肯定( μ = 4. 23),并且三个组的态度差异不

大,这说明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使用得到了肯定。 具体而言,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中融合组在提交课程作

业次数( p = 0. 272) 和完成学习任务排名占比( p = 0. 161) 都与其满意度达成具有统计意义显著性

(p<0. 01)。 而对于教育技术工具应用必要性( P = 0. 416)和工具使用动机( P = 0. 324)等相关的态度问

题,中融合组的满意度也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p<0. 01)。 而对于交互性指标中的讨论区回复情况

(p = 0. 824),课堂中参与讨论情况(p = 0. 721)中融合组表现也优于其他两组。
综上所述,在课堂教学中适度地使用在线学习资源和学习工具,适度结合使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对于英语阅读课程的教学效果是有促进作用的。 但在使用线上教学资源和智慧学习工具的过程

中,并非多多益善,而是要考虑到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课程本身的特征进行适度的选择使用。

3　 讨论与分析

数据显示强融合组和中融合组成绩好于低融合组,这说明教育技术对英语阅读有促进作用。 教育技

术改变了“教师中心”的观念,师生角色发生改变,教师成为教学资源的调度者、学习过程监管者、学习效

果评价者;而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学生成为学习责任人、任务实施者、项目完成者、语言输出的生产者。
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被充分释放出来。 其次,教育技术条件下的外语教学生态环境提供的语言

材料更加丰富饱满,教学内容呈现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打造立体的语言材料输入,让学习者处于语言材料

“浸泡”之中,更能实现沉浸式语言学习。 第三,强融合组的语言材料的呈现具有显著的多模态特征,微
课、MOOC、投影、智慧教室等多媒体教学软件资源和硬件资源的使用,使语言材料呈现更加生动直观,对
语言学习产生了良好的启动作用。 同时超星、课堂在线、中国大学 MOOC、Moodle、U 校园等教学平台和

自主终端,为语言学习者交互学习、协作学习和自主学习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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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融合组的成绩没有高于中融合组,高融合组只是高于低融合组。 这也为我们在语言教学中使用教育技

术时提出了警醒,我们有必要对教学与技术融合中的学生中心问题、教育价值问题和技术异化问题进行

反思。
3. 1 参与度并非课程质量的唯一评判标准———学生中心论问题的讨论

不论是金课中的“两性一度”还是创新课程中所倡导的“以学生为中心”,都强调学生参与度起到的

重要作用,教师使用教育技术越多,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程度就越高。 伯格曼装置范式思想(杨绪辉,
2015:40)指出技术充当“技术人工物”弥补教育中部分功能缺陷,却让人们因为“装置”的诱惑把“人”的

参与视为负担,并试图借助各类技术人工物摆脱这类“负担”。 教师简单高频使用技术也给学习主体带

来负面影响,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并没有发挥以人为中心的主体地位。 调查显示,课程参与度并不能

提高学生满意度。 大多教师在外语教学活动中仅使用教育技术为学生提供图、音视频等多媒体吸引注意

力,而教学活动中过多使用技术会令学生长时间处于与技术交互状态,降低师生之间的真情互动。 此外,
过度依赖教育技术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也很难做到以生为本。 因此,在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

的融合过程中,要从适度性的角度看待技术与人的关系,教师在教学中要擅长运用技术来促进人的发展。
3. 2 技术与教育融合并非解决一切教学问题万能良方———教育价值问题的讨论

当前先进技术已融入教育系统,成为其中关键要素,技术对变革教育形式、重组教育结构、推进教育

理念变化、变革教育生态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但教育是将人作为主体间灵肉交流、情感投入、人格魅力感

染的过程,灵活多变的教学策略、丰富多样的教学模式、创新变化的教学环节是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颜士刚,2009:7)。 研究数据表明,将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的深度融合视为改变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手

段,并没有带来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 实践教学中,将技术放置于物理位置相对容易,真正难题在于融合

中对最佳教育价值的寻求。 教育改革与技术融合之路上需要正确对待“人类是自然的主宰” “技术万能

论”等技术乐观主义的价值观,也要从容面对“技术统治时代” “技术统治人类” “技术无用论”等技术悲

观主义的价值观,应该保持中立态度看待技术,技术的价值是依靠人对技术的使用、评判。 聚焦技术之于

教育的价值,是践行适度融合教育之路的关键导向。 我们应重新审视技术之于教育的价值体现,从原始

体内技术到近代体外技术再到未来人机结合技术(Vicente,2006:421),技术可以减少重复性、程序化工作

时间,让人获得自在、被尊重、被关注的心理体验(颜世刚,2009:10),然而技术使用带来的社会公正、安全

风险、选择强制性等系列问题也不容易忽视(谢娟,2012:23-27)。 教育的终极目的为育人,教育之发展从

未离开人的发展和培养这一核心,这是教育价值之“道”。
3. 3 课程互动性的重新认识———技术异化问题的讨论

实验最初假设参与学习平台互动对课程满意度及效果度有正面影响,但是研究数据并未对此假设提

供有力证据,这一结果可能与教育技术产生的“异化”有关。 “异化”就是主体产生或影响的对象物体与

主体本身相背离,成为制约、束缚、支配和压抑主体的力量(Baharak,2012:11-15)。 通过技术促进课程互

动、提高课程效果的教学方式,是否最初就陷入了技术异化的局限范式中? 教学现象中技术异化表现为

教和学两个方面:一方面,绝大部分教学者并未考虑技术本身对教学的影响与环境的改变。 另一方面,网
络信息泛滥导致有效信息的筛选困难,虚假、不良信息影响学习者的价值判断,学习者沉溺于网络技术景

观,对碎片化的信息耗费了大量的学习精力。 技术异化与创新是一柄双刃剑,人类教育发展就是一部信

息技术革新史(郑刚,2021:12-17)。 我们无法完全把控“技术人工物”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即将或已经发生

的异化现象,因此,更应该在技术与教育双向融合的过程中注意其适度性原则,关注技术异化所导致的人

文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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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综上所述,文章从教育技术哲学出发,对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深度融合提出质疑。 通过实验数据证

明技术与外语教育的融合贵在适度和有效,技术参与度并非课程质量的唯一评判,技术与教育融合并非

解决一切教学问题的“万能良方”,因为技术使用并未改变教育本质。 要找到实现适度融合的良方,需要

对外语教学形成科学认识观;树立正确的技术价值观,需要从目标导向角度看待融合适度性原则,从外部

的“嫁接”逐渐转变为“内部生长”。 外语教学不是技术的堆砌,我们要牢记育人初心,技术里有温度,技
术里有人文,技术里有哲学。 教育技术哲学虽然不能直接解决教育领域内的实际问题,也提供不了现实

的解决方案,但是能够提供方法性的指导,为教育的发展方向提供行动指南,照亮未来发展之路。 诚然,
文章存在选取样本较小、三组受试融合度有重合等缺陷,但是在讨论教育技术和外语教学融合度问题时,
力图从教育技术哲学中寻求答案,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值得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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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uita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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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s
 

one
 

of
 

the
 

subjects
 

very
 

sensit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However,
 

from
 

a
 

number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integration,
 

it
 

seems
 

that
 

“the
 

depth
 

of
 

integration
 

must
 

be
 

discussed”.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ree
 

basic
 

views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taking
 

“English
 

reading”
 

as
 

subject,
 

adopting
 

One-Way
 

ANOVA,
 

aims
 

at
 

testing
 

the
 

influence
 

of
 

degree
 

of
 

integration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English
 

reading.
 

It
 

also
 

aims
 

to
 

test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participation,
 

interactivity,
 

value
 

orientation
 

and
 

satisfaction
 

by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data
 

shows
 

that
 

there
 

is
 

no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of
 

technology
 

use
 

and
 

the
 

degree
 

of
 

course
 

satisfaction
 

and
 

effectiveness,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may
 

not
 

bring
 

a
 

good
 

teaching
 

effect.
 

Based
 

on
 

this
 

finding,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degree
 

of
 

technical
 

participation
 

is
 

not
 

the
 

only
 

evaluation
 

oriterion
 

of
 

curriculum
 

quality,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is
 

not
 

a
 

universal
 

solution
 

to
 

all
 

teaching
 

problem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should
 

be
 

appropriate.
Key

 

words:educational
 

technology;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ui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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