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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传播的手段、颠覆了传媒的思维。有人说：报纸、广播、电视等传
统媒体必将被数字化的洪流荡涤。网络、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等新兴媒体粉墨登
场。

媒体的功能是传播。教育也是一种传播。传统的教育，媒体是教师，平台是课堂，
受众是学生，内容是知识、技能、文化；传统的教研方式媒体是专家，平台是活动，受众是
教师，内容是理念、方法与技能。新兴媒体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必将深
刻地影响教育的传播方式和教育研究的方式。

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研究部门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变革，并积极地、渐进地
而非盲目地、激进地应对这一变革。

Ｅ学习、数字化校园、网上学院等等都是教育应对变革的种种尝试。其中建立网络
教育电视平台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教育科研部门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如我市教科
院是原教研室、电教馆、网络中心等单位合并而成、在硬件上和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建立
网络电视平台的可能）应该积极有效地利用这一新媒体，扎实地工作、慢慢地推进，以点
带面，真正地使教育科研与技术相融。

市级教研机构如何构建自己的网络教育电视平台，本人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和大
家探讨。

　 　 一、平台定位

构建网络教育电视平台首先定位要准确，也就是平台上的资源给谁看、给谁用、为
谁服务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如中央十台科教频道的内容就几乎适合所有喜欢学习
的人群看；而中国教育电视二台主要的定位就是学历教育、远程教育；而江苏教育电视
台更接近综合台，走的是大教育的路线，江苏电视台少儿频道则主要针对的是少年儿
童。

现在的很多网络教育电视平台，网上学院多数传播的内容是名校、名师、名课。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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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受众比较广，针对性不强。
教科院的网络教育电视平台怎样定位，要针对什么样的受众呢。我想首先还是教

师、行政领导和教研人员。在这个平台上主要是交流教育教学经验、传播教育文化、教
育理念、教育管理方法。核心是教育教学的研究。

　 　 二、栏目设置

网络教育电视平台在栏目设置上应分类分层设置。如开设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校
本课程、德育、教育管理、名师讲坛、个性校园（教师）等栏目。基础教育还可以根据学科
学段开设子栏目，职业教育可以根据专业开设相关栏目等。利用好网络媒体的优势，开
展网上的互动交流、研究与学习。江苏省教研室开办的教学新时空栏目就是一个很好
的范例。

　 　 三、节目定位

媒体的吸引力靠的是它所提供的文化产品。我们不要求所有的节目都是精品，但
一定要有叫得响、有影响力、够权威的拳头产品。作为教育研究的媒体平台，节目内容
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具有指导性、前瞻性。同时要广开言论、活跃学术交流，在把握大方
向的同时也要传递关于教育的各种声音，甚至是质疑和批评，能接受批评的媒体才是真
实的、有魅力的、有生命力的。如个性学校（教师）栏目，就可以给广大基层学校和教师
提供一个展示个性和自我的平台。在这里可以说平时不敢说的话、做平时不敢做的事。
在节目的制作和开发过程中要重点关注地方特色教育、特色课程、特色文化。这是区别
于其他媒体平台的核心内容。包装、打造地方的名师、名校、名课程。

　 　 四、节目的制作和组织

媒体、载体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技术、一个平台。它的核心还是内容，内容传递给人
的真实的、有效的东西。电视节目内容的制作是个费时、费力、花钱的事儿。一套优秀
的课程资源、视频资源的开发、制作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那么如何利用有限的人
力、财力做出好节目呢。我想应该利用毛泽东的战术思想，一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
战”，也就是集中人财物做好拳头产品（例如我们制作的《春晖工程精品课》和正在策划
制作的《常州名师访谈录》）、做好示范性产品（如微课程、微研究和一些教育专题等）这
些产品做好了品牌效应就出来了，受众就吸引过来了，社会影响就出来了；二是“发动群
众”，就是广泛发动、整合基层学校的校园电视台、校园电视制作力量、甚至是广大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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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师一起制作教育资源。现在的媒体技术门槛越来越低，人人都是自媒体，我们要有
效地利用这些潜在的资源，加以规划、筛选、分类、集结。这样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媒
体平台，也可以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参与性。同时我们还要开展相关的比赛、活动、
教研交流使参与的教师能够受益获利。

网络电视是个好东西，我们要用好这个东西。教研和媒体整合是个好事儿，这条道
路刚刚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们正走在这条探索之路上，不急、不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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