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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研究的现状及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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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教育技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 国内教育技术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经历了电化教育、远程教育、教育信息化等多个阶段，
逐步发展成为现代教育技术。
• 国外教育技术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经历了教育电影、电视教育、网络教育等多个阶段，逐
步发展成为现代教育技术。

国内外教育技术研究的特点
• 国内教育技术研究：注重应用研究，强调教育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以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为目标。
• 国外教育技术研究：注重理论研究，强调教育技术对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以提升教育公平和
个性化为目标。

国内外教育技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 在线教育：包括平台搭建、资源共享、学习分析等方面。
• 人工智能教育：包括智能教学助手、智能评价、智能推荐等方面。
• 教育大数据：包括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方面。

当前教育技术研究的热点领域

• 教育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如何将教育技术有效地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中，提高教学
效果和学习体验。
• 教育技术的公平性与普及：如何保障教育技术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中的公平性和普及程
度。
• 教育技术的人才培养：如何培养具备教育技术素养的教师和学生，以适应教育技术发展的
需求。

当前教育技术研究的问题

当前教育技术研究的热点领域与问题



• 教育技术的智能化：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教育资源的智能推荐、智能评价
等功能。
• 教育技术的个性化：利用大数据、学习分析等技术，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个性化支持和
个性化服务。
• 教育技术的跨学科融合：实现教育技术与学科知识的深度融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

教育技术发展的趋势

• 未来教育技术将更加普及：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技术将在更多地区和群体中得到普
及和应用。
• 未来教育技术将更加智能化：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教育技术将实现更高程度的
智能化。
• 未来教育技术将更加个性化：利用大数据、学习分析等技术，教育技术将实现更高程度的
个性化。

教育技术的未来展望

教育技术发展的趋势与未来展望



教育技术研究课题的选题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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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研究课题的选题原则
• 针对性：课题应针对教育技术领域的实际问题，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应用价值。
• 创新性：课题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前瞻性，能够推动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
• 可行性：课题应具有实际可行的实施方案和预期成果，能够确保课题的顺利进行。

教育技术研究课题的选题方法
• 文献综述：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了解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从中发现研究问题
和课题。
• 实际需求分析：分析教育技术领域的实际需求，找出亟待解决的问题和课题。
• 跨学科合作：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合作，共同探讨教育技术领域的问题和课题。

教育技术研究课题的选题原则与方法



如何从实际需求出发进行教育技术研究课题的选题

01 分析教育技术的发展现状：了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程、热点领域和问题，找出实际需求和潜在课题。

02 关注教育教学改革：关注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和趋势，从中发现教育技术研究的课题。

03 倾听师生需求：通过与师生交流，了解他们在教育技术应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需求，从中发现课题。



分析课题的创
新性：判断课
题是否具有创
新性，是否能
够推动教育技
术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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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课题的实
践价值：判断
课题是否具有
实际应用价值，
是否能够解决
教育技术领域
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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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课题的前
瞻性：判断课
题是否具有前
瞻性，是否能
够引领教育技
术领域的未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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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研究课题的创新性与实践价值分析



教育技术研究课题的申报流程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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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研究课题的申报渠道
• 国家级课题：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进行申报。
• 省部级课题：通过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等渠道进行申报。
• 横向课题：与企业、事业单位等合作进行课题申报。

教育技术研究课题的申报流程
• 课题设计：根据选题原则和选题方法，设计课题的研究目标和实施方案。
• 材料准备：准备课题申报所需的材料，如申请书、论证报告等。
• 申报提交：按照申报渠道的要求，提交课题申报材料。
• 评审与答辩：通过专家评审和答辩，评审课题的可行性和价值。

教育技术研究课题的申报渠道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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