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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外语教育技术资源 配置 的 系统观

董剑桥
江南大学 外语系

,

江苏无锡

摘 要 高校外语教育资源的 配置 系统是 由人
、

信 息
、

设备
、

管理 四要素构成
。

但是
,

由于印刷技

术
、

电子技术
、

模拟音像媒体技术的相对 自足与独立性
,

传统外语教育技术资源各要素之间的 交叉融合

很少
,

资源的生产
、

使用
、

管理均属不 同的行业和部 门
,

资源使用和管理 专用性太强
、

整合性较差
。

环境下 的外语教育技术资源性 态发生 了 巨大的 变化
,

无论从教师的技能素养
、

教学设备功能配置 与构

成
、

教学信息的介质媒体和组构方式
,

都呈现 出越来越 多的融通
、

交合和相互依赖 的关 系
。

本文提 出四

圆动态分析模型
,

用 以说明外语教育资源配置 系统中各要素的功能及相互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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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的外语教育技术资源配置

在传统电教模式下
,

媒体信息
、

设备教具等功能相

对 自足
、

各自独立
,

交叉融合不多
。

录音
、

录像等影视

教材大多无需教师 自己制作
,

所以
,

物化的教育技术资

源较少有与教师有关
,

与管理有涉的校园内的
“

教育技

术资源
”

整合问题并不明显
。

但是
,

在 模式下
,

信

息
、

设备的高度集成和互相依赖
,

教师越来越多地参与

教学信息的组织建构
、

设计制作
,

并借助于计算机设备
进行加工

、

存储之铸输及再现
。

图 就是这祥一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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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环境下的教育技术资源配置模型

模型
,

笔者称其为四圆动态模型
。

这是一个包含了 ①

教师资源
、

②信息资源
、

③设备资源
、

④管理资源的

动态系统模型
。

图 中圆
、 、

的相交会生成
、 、

交切部分
,

并在三圆重叠部分最终产生 址 的实际

教学成果
。

外语教育技术资源配置的动态分析

在图 中
,

圆
、 、

的相交相切程度
,

取决于系统

配置的组合优化水平
,

移动任何一个圆
,

都会改变其与

相邻圆的交切
,

从而丧失合理配置应有 的功能样态
。

外圆可以看作是资源配置管理的压力场
,

适度的压力

能保证圈内三圆的有效相交
,

改变压强或作用力方向

可导致相交性状的各种变化
。

比如
,

在配比相等的情

况下
,

外圆缩小 高要求
、

高标准的压力管理模式 时
,

三圆相交面积增大
。

这可 以解读为教师既是学科专

家
,

又是技术专家 从相交面积可以推论
,

相交越大
,

融通越多
,

应用产出也越大 见图
,

当然
,

管理成本

也越高
。

但在同样配比情况下
,

如管理松懈
,

不做要求

管理之圆放大
,

各圆之间的相交小
,

直至消失
。

这

可以解读为教师不能与时俱进地提高自己的教育技术

水平
,

巨资投人的信息资源和设备资源也就不可能产

出实际的教育技术应用 见图
。

四圆系统模型是一个动态装置
,

其活跃因素是既

有群体差异
、

又有个体差异 的教师人群
。

面对不同方

向的压力和不同程度的压强
,

教师人群具有 自我调节

机制 抵制
、

转移
、

敷衍
、

顺从或 自我降压 图 中虚线

圆部分 等
,

由此得到不同的相交
。

所 以
,

要找到压力

下形成有效相交的驱动力
,

此模型才有理论解释力
。

实现有效相交的驱动力就是对效益产出的回报

率
。

从经济心理学角度看
,

人们都倾向于 以最小的成

本获得最大的利益 不一定是经济利益
,

这是一种 自

动化机制
。

从图 中可以看出
,

顺应压力时
,

教师 虚

线圆 与信息
、

设备两圆的相交极大
,

付出甚巨 若无

回报
,

转移
、

敷衍
、

规避都在情理之中
。

所 以本理论模

型中的管理资源一说
,

既有行政操控意义
,

也有经济动

力意义
,

此即管理压力场外圆的内在调节机制
。

图 图

图 图

但是
,

四圆系统模型中只要有一 圆不与临近圆相

交
,

就不可能产生实际的教学应用
。

如设备投人不到

位
,

教材
、

信息建设不重视
,

师资建设投入太少
,

都会造

成系统做功无效
。

在这种情况下
,

无论是行政加压
,

还

是经济奖励
,

都不会有实际效益
。

这是由系统各要素

的均衡原理所决定的
。

有效的管理必须以合理充分的

系统资源配比为前提
。

花小钱
、

办大事
,

只能办那些装

点门面的
“

大事
” 。

许多校园网建设中有路无车
、

有车

无货的尴尬就是前车之鉴
。

四圆系统模型也可以分析

教师子系统
。

图 中的外圆也可以看作是一个 自我压

力场
,

作用力方向和压强大小 收缩或扁平 改变相交

状况
。

压力场中的教师个体职业情态的指向是动态因

素
,

它与作用力方向和压强具有相互作用力 顺应或转

移
、

主动适应或回避放弃
。

自我压力系统受职业环境
、

生活境况和价值取向等内外因素的影响
,

一般情况下
,

作用力方向和压强能够改变相交状况
,

但如不具备某

一系统要素
,

如缺乏设备条件或信息资源
,

仍不可能形

成有效相交
。

教师子系统的优化与否决定了母系统之

中的教师资源 圆 的质量大小
。

用四圆系统模型分析设备资源的配置管理也能很

好地解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

如图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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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资源配比模型

示 使用者资源 圆 代表偏好
、

能力
、

教学行为各不

相同的教师和经济能力
、

学习行为殊异的学生
,

他们是

教育技术资源应用的主体 信息资源 圆 表示课程

设置和与之配套的各种介质和媒体形态的教材如图

书
、

音像资料
、

教学软件
、

光盘
、

电影胶片等等 设备资

源 圆 包括听音室
、

阅览室
、

模拟语言实验室
、

数字

语言实验室
、

多媒体网络教室
、

自助式语言学习中心等

等 外圆可以看作是学校设备资源建设的功能性价 比

要求
。

根据学校的课程类别
、

教材电教化
、

数字化水

平
、

教师队伍的教育技术知能的构成差异
,

以及学生实

际可及的 自助学习设备和学习方式
,

通过有机
、

合理
、

分层次的优化配比能达到三者的最佳相交
。

设备层次越合理
,

使用者越众
,

功能效益越高 教

师队伍教育技术水平越高
,

使用者越精
,

设备层次越

高
,

质量效应越高
。

但如出现某一圆与相邻圆不相交

缺少交切 或
、

部分
,

仍然不会产生应有的功能效

益
。

因此
,

实验室建设配型时
,

除了考虑设备建设的

先进性
、

兼容性
、

经济性等因素
,

还应综合考虑设备的

层次性
、

互补性
。

实验室选型的层次性是指设备的功

能层次
、

教师应用的技术层次
、

课程教学的适用层次等

因素
。

必要的渐进层次具有互补效应
,

避免了功能闲

置性浪费
,

结构性资源浪费
,

既可以让不同能力
、

不同

偏好的教师
、

不同类型的课程都能使用技术设备
,

又可

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大量的先期教学投资
,

如投影仪
、

幻

灯机
、

录像机
、

放映机以及大量的非数字格式存储的语

言音像资料等
,

还可 以避免过于集中的周期性计算机

设备更新换代
。

分层次构建多媒体网络教室
、

多媒体

演播教室
、

程控语言实验室
、

便携式语言实验设备
,

具

有很好的互补作用
,

从而能够实现最佳的系统性价比
。

单套设备也可以用四圆系统模型来分析
。

图 中

的外圆可以看作是设备厂家投资与产出效益的经济动

力场域
,

以用户为对象的人性化设计
,

配以丰富的信息

资源
,

能最大限度的发挥硬件的技术潜力
,

从而达到资

源配置的最佳相交
。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 以看出
,

无论从教育资源配

置的整体性状来看
,

还是从教师个体的教育技术素养

来看
,

或者从设备的购置配备和功能设计来看
,

都与

人
、

信息
、

机器三个资源系统要素的合理配比及互动相

交密不可分
。

而制约这种三者关系的动力源除了与它

们各自的性状有关以外
,

就是学校的管理运作
、

教师个

体的职业行为取向以及设备厂家的设计理念
。

这些因

素是外语教育技术资源系统样态中的最活跃的人性化

资源
。

关于外语教育技术资源的动态管理

从四圆系统模型 的动态分析来看
,

教学信息与计

算机
、

网络
、

多媒体技术的结合
,

产生了智能信息库
、

媒

体素材库
、

教学案例库以及各种语言的语料库等等 外

语学科信息与教师的结合产生学科教学论领域的理论

研究
、

应用实践与知识与技能 教师与计算机
、

网络
、

多

媒体技术的结合
,

生成了外语教师全新的职业技能 计

算机应用知识与技能
。

三者的有机结合
,

不仅仅是系

统效益追求的需要
,

也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
。

由此看来
,

环境下的外语教育资源动态管理

是三者合一的集成管理
,

其核心是人与信息
、

设备之间

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管理
。

人的因素是关键
,

因

为人是资源运作的主体
。

教育活动的所有问题均以人

为出发点
,

也以人为归宿点 以人的教育培养为 目标
、

以人的认知活动为核心
、

以人的语言信息媒介为载体
、

以服务于人的设备为工具
。

管理应该以人为本
。

源于

技术定义
、

功能定位
、

单位定制的归 口管理模式都着眼

于静态的设备管理
,

而忽略了管理中的人性化动态资

源
。

如人与信息资源的层次性差异互动
、

设备使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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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性差别
、

教师培训的针对性措施
、

不同课程的技术

应用要求
、

成功案例的推广与奖励
、

教学中教育技术应

用的工作量认定等等
。

面临现代教育技术的迅猛发

展
,

国内外语师范专业的硕士点建设仍然趋之若鹜地

玩理论而不解决燃眉之急
,

使得现有外语师资和外语

教学管理人员 的技术素养远远跟不上
“

摩尔
”

之速
。

巨资购置的教育技术设施大都只在低水平层次上应用

屏幕取代黑板
,

难以实现资源系统的整体优化和理

想的功能效应
。

现有的外语教育技术资源的归 口管理模式及其

利弊分析

学校集中管理 官燎行政模式

优点是调控性强
,

有利于多学科教学应用
,

显性利

用率高 设备的投资和维护经费有保障
,

管理规范
。

缺

点是刚性管理有余
、

柔性管理不足
,

管理缺乏技术性
、

学科性
、

专业性
、

灵活性
,

统一排课造成巨大的隐形闲

置浪费 仅仅打打幻灯就 占用了几十万元一套的多媒

体机房 技术管理人员不到位
,

设备 日常维护不正常
,

教学资源建设难以落到实处
。

网络 中心 信息技术学院 电教 中心 现代

教育技术中心 管理 传统技术模式

优点是管理技术含量高
,

尤其是多媒体机房维护

有保障
,

设备完好率高 电教中心有丰富的语言实验室

管理经验
,

如与信息技术结合
,

有较大的技术优势
。

缺

点是调控能力差
,

一般要依赖教务部门协调 与外语专

业沟通不够
,

对语言教学特点不 了解
,

容易走纯 路

线或单纯设备技术路线
,

与专业教学科研脱钩现象

严重
。

外国语学院 外文系管理 专业教学模式

优点是与外语专业学科建设
、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

教学资源整合等教改实验活动紧密结合
,

有结合专业
、

相对稳定的管理队伍和丰富的语言实验室管理经验
。

缺点是信息技术能力相对薄弱
,

机房
、

网络维护困难

跨部门调控能力差
,

不利于多学科教学应用
,

设备显性

利用率低
,

易造成结构性资源浪费
。

三种模式的利弊是显而易见的
。

集中管理会造成

投资规模与使用效益悖论
,

投资越大
,

院系使用权越

小
“

顾全大局
”

容易造成实验室选型同质化
,

排课时

常忽略专业需求
、

课型需求
、

个体应用水平的层次性
、

差异性要求
,

尤其不利于结合学科教学的课程建设
、

信

息资源建设 集中管理还经常产生计划内刚性课时与

计划外柔性训练安排 教改实验研究之间的矛盾
。

技

术化归 口管理更是一个失败模式
,

因为它太多地排斥

了人的因素 由于专业教师的隶属不同
,

无法管理
,

加之与外语专业学科知识和教学规律的隔膜
,

管理难

以做到学科资源整合 外语 专业管理模式虽说解决

了
“

人
”

与
“

信息
”

课程和教材 的整合
,

但由于外语专

业
“

出身
”

的先天性技术不足
,

确实存在设备管理和维

护的困难
。

但相 比之下
,

集中管理和技术管理模式之

强处在于硬件设备和经济效益 专业管理模式之优势

在于学科建设
、

师资建设和课程教学针对性
。

总之
,

归属问题的现状既有历史原因
,

也有技术原

因
,

但它其实还是一个行政话语权问题
。

它的产生既

有与计划经济下的简单化
、

官僚化残余有关
,

又与市场

经济下的市侩主义
、

实用 主义管理观念密不可分
。

笔

者倾向于专业管理模式
,

但是应该着力解决专业管理

模式的
“

规范化
” 、 “

技术化
”

和效益化问题
。

外语教育技术资源管理的建议

本文分析的种种归 口模式
,

主要产生在中小规模

的非外语专业院校
,

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

在综合性大学
,

上述问题的解决
,

可采取增加技术

人员
,

将经费权
、

管理权划归外国语学院的方法即可
。

但是
,

在大多数普通高等院校
,

这是难以做到的
。

因此

要寻找变通的做法
。

笔者建议采取学校投资
、

外语专

业主管 建设运行
、

网络中心协管 技术支持
、

教务

部门监管 监督协调 的模式
。

协管和监管单位可采

取派员常驻 的方式
。

这样既解决行政单位的冗员 问

题
,

也解决了行政
、

技术部门与专业管理相结合的问

题
。

配置运用资源时应符合教学优先原则
、

专业优先

原则
、

以人为本原则
,

同时应力求做到
“

四 圆动态模

型
”

中 圆有效交合
。

值得一提的是高校外语教育技术资源配置的系统

优化
,

有待外语教学专家
、

教育管理部门
、

教育设备厂

家的通力合作和全方位参与
。

资源配置是一个历史

的
、

动态的过程
。

学校如何根据本校设备的历史和现

状制定资源配置方案
,

如何根据发展规划加快师资
、

管

理人员的培训和专家队伍的建设 企业如何针对外语

教育改革发展的地区差异
、

学校需求差异
、

应用层次差

异
,

提供面向对象的操控设计
、

丰富多彩的媒体信息
、

性价合理的硬件系统以及可选性方案等等
,

都需要进

行系统的动态分析
。

鉴于篇幅有限
,

笔者将另文专论
。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