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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国家，是连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桥梁。 比较中新两国的教育技术发展，

可使两国的教育技术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新加坡有良好的教育技术发展环境，舒适和宽松的学习、教学和科研氛围，国

际化、博士化的师资力量，国际化、以实用为导向的科学研究，灵活的招生方式，丰富的网络课程资源，优质的信息化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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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2013 年迎来了第 48 个国庆，它的建国历
史比较短，但是无论在教育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
却处于世界前列。 中国和新加坡同处于亚洲，有着较
为相近的文化背景， 对这两个国家的教育进行比较，
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笔者有幸作为访问学者来
到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进修一年，亲身体会到了两
个国家的教育技术发展的不同。

一、新加坡孕育良好的教育技术发展环境

1． 强大的经济实力助推教育发展
一般来说，教育的发展水平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成

正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教育发展水平就越高。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网站于 2013 年 4 月
发布的各国(地区)生产总值预测数据显示：2013 年卢森堡
人均 GDP 为 112135 美元，排名第 1 名；新加坡人均
GDP 为 52179 美元， 排名第 10 位； 中国香港人均
GDP 为 38797 美元，排名第 24 名；中国人均 GDP 为
6629 美元，排名第 86 名。 [1]尽管中国一线城市如香

港、上海、北京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与新加坡的经济
发展相比，还具有较大的差距。 新加坡强大的经济实
力，为新加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 多元文化氛围营造开放的教育理念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多元文化的年轻国

家，它是连接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桥梁，既具有西
方文化的个人价值观， 又具有东方文化的集体价值
观。 新加坡是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和多元文化的汇集
地。 每个新加坡人至少会说两种语言，新加坡拥有四
种官方语言，即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 新加
坡公民主要有四大族群： 华人 （汉族）， 占人口的
74.1%，马来族（13.4%）、印度裔（9.2%）和欧亚裔/混
血（3.3%），占总人口的 1/4。 [2]这种多民族、多宗教、
多文化的环境，营造了新加坡开放的教育理念，使新
加坡的教育更易接受新的观念和理念， 更愿意尝试
新的教育实践。

3． 全球领先的教育学
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是新加坡唯一的师范类

学院，承担着培养新加坡师资和进行教育学研究的重
任。 教育学院下设 10 个研究机构：亚洲语言和文化、
课程教学和学习、幼儿和特殊教育、英语语言和文学、
人类与社会科学教育、学习科学与技术、数学和数学
教育、自然科学和科学教育、体育和运动科学、政策和
领导力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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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英国 QS(Quacquarelli Symonds)咨询研究

公司，发布了 2013 年的全球大学教育学排行榜：哈佛

大学位列第 1 名；香港大学位列第 11 名；南洋理工大

学位列第 13 名；香港中文大学位列第 23 名；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大学位列第 51~100 名。 [4]该评估机构主

要依据研究、教育、毕业生和国际化四个标准。大陆有

2000 多所大学和教育学研究机构，能进入全球前 100
名的大学很少， 这反映了大学需加快提升国际化程

度，强化英文成果发表，促使研究成果走向世界，以提

高成果的引用率。 当然强化英文成果发表，并不是降

低中文论文的价值，相对英语、法语、日语、俄语等而

言，中文全球使用人口最多（约 14 亿），是一种非常简

练、更具内涵和魅力的语言。

二、营造舒适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

1． 舒适的学习、教学和研究环境
教育学院成立于 1991 年，2000 年搬迁到裕廊西

的云南园。新学院投入 4 亿新币（约 20亿人民币），占

地 240 亩，整个学院是一个三角形的教学楼。 新加坡

被誉为城市花园， 南洋理工大学也是一个花园大学，
校园内外还保留着一些热带森林，路边、屋顶上等都

可看到绿色的植物，可以看到榴莲树、芒果树、椰子树

等热带果树。
每位教师都可以独自拥有一个舒适的约 12 平方

米的办公室，行政人员、研究助理、博士生等则是多人

共用具有隔间的办公室。 图书馆的设计具有艺术特

色，内有计算机阅览区、小组讨论区（配有高性能电
脑、电视和投影仪）、自助复印和打印、自助借书和还

书等。 办公室、图书馆、教室、报告厅、会议室、活动室

等场所，都装有中央空调。 图书馆、计算机教室、报告

厅、会议室等都还铺设了地毯。 教室内多是圆桌式布

置（10 张圆桌左右），这种布置比较适合进行协作学

习。 室内的所有设计都很注重艺术性，如会议室内会

布置 8 个不同色彩的转椅、半圆形的办公桌等，无论

到哪个场所都会有与众不同的体验， 避免了教室、办

公室等设计的乏味感。 教室前面配有中央控制系统、
投影仪、电子白板，左右两面配有四个液晶电视以方

便不同角度的学生观看。教室内的多媒体设备和办公

室的办公设备， 都有专门的信息化服务人员负责维

护、维修。校园有便捷的公交服务，既有校内运行和直

达地铁站的免费校车，也有高峰期几分钟一班的两路

市政公交。 学校还为师生建设了免费的游泳池、活动

中心等设施。
花园式的校园、具有艺术特色的建筑设计、及时

周到的服务，为学习、教学和研究营造了非常舒适的

校园环境。 与之相比，国内大学校园环境的舒适程度，
还有很多有待改善之处。

2． 宽松的学习、教学和研究氛围
全校住校学生很少，大部分学生在校外租房或回

家住。全天都安排课程，包括中午和晚上。学生上完课

就可以离校，他们课后不会留在教室学习，一般会在

图书馆、餐厅、宿舍和家中学习。 这一点与中国区别比

较大，尤其是中午上课，这正是吃午饭和午休的时间，
中国来的学生并不能很快适应。 据了解，说是为了方

便学生，他们上完课就可以离校。 大部分学生课上比

较活跃，尽管学习氛围宽松，还是能够积极主动、努力

地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
新加坡的学习氛围没有中国的学习氛围浓厚，看

不到教室和图书馆内学生埋头苦读的场景，也看不到

学生晨读的场景。 从整体来看，新加坡学生学习的努

力程度远不如中国学生。 这也许与中国学生所面临的

升学、就业压力大有关。
教师的教学相对自由，自己安排教学内容，选择

适合的教学方式，如讲授、讨论、协作学习、网络学习

等。 教师在教学系统提交开课名称，选课达到 5 个人

就可以开课了。 学院领导、教务部门等不会去听教师

的课，更不会对教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进行干

预。 但是这并意味着教师可以随心所欲，教师必须对

学生负责，以服务学生为根本。 教师应该当天回应学

生的邮件，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或疑问进行解答。
尽管要求教师坐班，但是大部分教师并不经常在

办公室。 这与高校教师的职业特点有关，如需要外出

进行调研、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等。 尤其是晚上以及周

六、周日等节假日，几乎没有教师在办公室办公。 这与

中国高校迥然不同，中国高校的很多会议、学术交流、
教学任务等会安排在周六、周日等节假日，很多教师

更是晚上、周末、节假日加班努力工作，模糊了上班和

休息的概念。

三、弱化学科名称、专业与学科区别

1． 关于教育技术名称与学科级别
中国很重视教育技术的名称，强调“名不正则言

不顺”。 在教育技术的发展史上，出现的名称有：电化

教育、教育技术、教育工艺、教育传播、教育传意、信息

传播、信息媒介、教育媒体、现代教育传播与技术、现

代教育技术、信息化教育学等。 [5] 何克抗教授在 2005
年撰文认为教育技术学的名称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

“技术化教育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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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很重视教育技术学是一级学科还是二级

学科。 在 201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调整“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之际，考古学 [7]、国学 [8]、
编辑学[9]、广播电视学[10]、高等教育学[11]、智能科学与技

术[12]、语言学[13]等呼吁成为一级学科。教育技术学的专

家学者汪基德 [14]、包国庆 [15]等撰写论文呼吁教育技术

学成为一级学科。
中国重视教育技术学科名称与学科级别是一级

学科还是二级学科， 主要原因如下： 尽管自 1993 年

“电化教育”正式更名为“教育技术”以来，教育技术发

展迅速，创造了诸多辉煌，但是很多高中毕业生在填

报高考志愿时，还是对教育技术学知之甚少，很多社

会人士，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技术内涵的理解还

有待深入。 教育技术学在知识学科群中的沟通和交流

还不够深入， 教育技术学应更好地凸显其学科价值。
另外，教育技术学是否是一级学科关系到学科建设与

发展、课题申报与评审、学生招生与就业、课程建设、
成果奖的申报与评审等诸多问题。

新加坡没有更多关注教育技术的名称和学科的

级别，研究机构命名采用了内涵更大的名称：学习科

学与技术（Learning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新加

坡定位“学习科学和技术”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团体，
侧重于在社会文化情境下理解学习，设计和整合学习

环境和技术。 该机构关注理论到实践的关系，采用了

行动反思、行动研究、设计实验等各种方法促进研究

和教学。 [16]

学习科学是教育学、心理与神经科学、生物医学

工程交叉所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是自然科学和人文

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 尽管新加坡采用了学习科学与

技术这个名称，但是没有涉及学习科学的很多研究领

域，如生物医学工程、脑科学等，而是主要进行教育技

术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2． 关于专业与学科
专业和学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学科和专业在

“学科的划分和专业的设置标准、 学科和专业的构成

要素、学科和专业的培养目标”三个方面存在区别。 学

科以开展科学研究与技术为目标，向社会贡献科研成

果，推进知识的发展与创新。 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

人才，以为社会培养各级各类专业人才为己任，为社

会发展提供不同层次人才。 [17]中国有教育技术学士学

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既强调学科

建设，又强调专业建设；只有专科或学士学位授予权

的高校，主要强调专业建设。 新加坡教育技术由于不

招收本科生，更多的是强调学科建设。

四、国际化、博士化的师资力量和研究团队

1． 国际化、博士化的师资力量
“学习科学与技术”团队共有 23 名教师，其中 2 名

教授、10 名副教授、3 名助理教授、3 名讲师、5 名兼任

教学工作的研究生（Teaching Fellow），不同职称的教师

所占比例如图 1 所示；78.3%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18
名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分别毕业于 5 个国家的 14 所

大学（见表 1）。

图 1 教师职称结构比例

表 1 教师获得博士学位的大学分布

中国高校教育技术学教师拥有的博士学位几乎

全是在中国获得，唯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几所

高校， 有屈指可数的教师拥有境外获得的博士学位。
很多高校教育技术学教师的博士化程度低，相当多拥

有教育技术硕士点的高校，没有教师拥有教育技术学

博士学位。 当前中国高校亟须强化教育技术学师资力

教师博士毕业高校 人数

1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3

2 南洋理工大学 3

3 新加坡国立大学 1

4 英国爱丁堡大学 1

5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1

6 英国莱斯特大学 1

7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 1

8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1

9 澳大利亚科廷科技大学 1

10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1

11 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 1

12 美国普渡大学 1

13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1

14 荷兰屯特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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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以更好地促进教育技术学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
值得庆幸的是国家和高校已经逐步重视教师的博士

化和国际化，每年资助大量的学生去国外大学攻读博

士学位， 资助教师去国外知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或

以访问学者的形式进行学术交流。
2． 成立专门研究团队
教育学院除“学习科学与技术”团队外，还建有

“学习科学实验室”[18]，这两者的关系是：前者承担教

学任务和科研任务，后者是专门做研究的机构，前者

很多教师在学习科学实验室兼职。 学习科学实验室有

研究者 14 人，其中 2 名教授、3 名副教授、1 名助理教

授、4 名研究员、4 名兼任教学工作的研究生， 研究员

工 20 人， 其中 1 名项目组经理、2 名高级研究助理

(Research Fellow)、1 名研究助理 (Research Associate)、
16 名初级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①。 学士、硕士

和博士都可以申请研究助理岗位，Research Associate
要求是博士或硕士， 并有两年的工作经验，Research
Fellow 一般是博士才能申请。 研究者和研究员工，多

数是各项目的专职研究人员，少数兼职教学或攻读博

士学位者。
中国高校虽然也有研究员职称， 但多是兼职行

政、教学、导师等工作，没有专门研究岗位，只有专门

的研究机构，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设有专门研究

岗位。 此外，中国高校和企业设置的教育技术博士后

流动站，可以看作是专门的研究岗位。

五、国际化、实用导向的科学研究

1． 教育技术学著作
著作的系统性强，逻辑性强，结构完整，内容丰

富，最能代表一个学术团队的研究成果。 “学习学科与

技术” 团队出版的著作有：《从事初任教师》(Engaging
Beginning Teachers)、《课 堂 管 理： 促 进 教 学 和 学 习》
(Classroom Management: Facilita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教学与学习技术： 理论与学习》(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Techn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从事和管理学习者： 从业者的视角》(Engaging and
Managing Learners: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s)、《教 育

研 究 中 的 结 构 方 程 建 模 ： 概 念 和 应 用 》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中的信息通

讯 技 术 》 (ICT for Self -directed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教学与学习技术：亚太视角》(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Technology: An Asian -Pacific
Perspective)、《教育实践中领先的信息通讯技术：亚太

教师教育机构中的能力建设工具包》(Leading ICT in
Education Practices: A Capacity -building Toolkit for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19]

2． 涉及广泛的教育技术研究方向
教育技术研究方向涉及广泛， 主要研究方向有：

教师专业发展，如职前教师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教师

知识发展、协作培训等；数字化学习，如基于计算机的

协作学习、无缝移动学习、E-learning、学习社区；教育

游戏，如游戏学习；学习与教学技术，如基于项目的学

习；教学设计，如课程与教学设计；教育心理，如建构

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与心理等；项目管理；
新媒体与多媒体设计；科学教育；教室学习环境；教学

方法、教学白板；数字教材应用；教学环境中的技术整

合等。
20 世纪 80 年代末， 新加坡教育技术的创始人

Looi Chee Kit 教授开始发表教育技术方面的论文，21
世纪以后，教育技术才得到快速发展。新加坡教育技术

的发展历史不长，在发展过程中，无论研究还是教学都

强化服务新加坡教育的发展。 新加坡与中国的教育技

术研究相比，没有中国教育技术研究涉及的范围广。
中国有新加坡没有的很多教育技术研究方向，如

远程教育、绩效技术、教育技术史、教育技术哲学、数

字校园、教育信息化、智慧校园、智慧教育、教育技术

基本理论、教育动画、教育电视编导与制作、摄影与摄

像、网络课程建设、教育技术比较研究、学习分析技

术、教育数据挖掘等。 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者是一个

非常大的群体，他们研究涉及的范围广，而且系统性

强，在很多方面具有深入的研究，但缺乏的是成果的

英文表达和国际化的学术交流。
3． 研究成果国际化程度高，强化服务本地发展
新加坡教育技术的研究主要是英文成果，而且没

有自己的学术期刊，因而除了著作外，几乎都是在国

外发表，这客观上使其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国际化程

度。 新加坡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有充足的经费支持

研究团队的国际学术交流。 很多教师在国际教育技术

组织担任学术兼职，经常在国际学术会议中进行学术

交流。 此外新加坡的研究强化服务本地发展，服务中

小学校。

① 研究岗位分为五个级别， 从低到高为：Research Assistant, Research Associate,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Senior

Research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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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非常善于借鉴国外经验的国家，在教

育技术研究方面也不例外， 如引进了教育技术定义、
建构主义、联通主义、CSCL、翻转课堂等，但是也应本

土化吸收，不能全盘照端。 中外文化背景、教育理念、
教学习惯、学习习惯、教育管理模式等各方面都存在

差异，这迫使我们需要进行本地化吸收。 例如：协作学

习在国际上是一个热门的研究方向，很多国家的教育

技术工作者都很重视协作学习研究，好似国外的学校

都是以协作学习的方式进行学习。 协作学习在新加坡

也是一个热点研究方向，很多项目和发表的论文都与

协作学习有关。 但是并不是高校和中小学都采用协作

学习的方式学习，据了解高校和中小学中也只是部分

课程的极少部分内容采用了协作学习的方式。 协作学

习在中国课堂中应用的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这恐怕

与中国的文化背景、教育理念等有较大的关系，或者

说缺少高效协作的学习环境和氛围。

六、教育技术人才培养

1． 教育技术人才培养途径
新加坡的教育技术人才培养只有硕士和博士两

种途径，不招收教育技术学专科生和本科生。 新加坡

中小学不开设信息技术课程，中小学生信息技术和信

息素养培养主要通过自学或不定期的培训。 新加坡中

小学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由教育部组织选拔教师和

安排工作。 教育部选拔通过的中小学新教师，在正式

入职前需在教育学院接受一年的培训。
中国教育技术学经过了 70 多年的建设， 建立了

较完备的人才培养途径———专科、本科、硕士、博士、
博士后， 在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

就。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信息技术课程，对中小学教师

全面推行了信息技术培训。 中国很重视提升教师和学

生的信息素养，早在 2002 年就颁布了《教育部关于推

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20]，2005 年 12 月颁布

了《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21]。 这些政

策和措施，无疑为推动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

教师和学生的信息素养提供了有力支持。 当前中国正

在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力争到 2020 年全面实

现教育现代化。 这就意味着亟须大量的教育技术人才

投身于教育信息化建设和研究，这就为教育技术人才

培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也为教育技术学的发展

带来了新契机。
2． 灵活的招生方式
新加坡学生如果想进入教育学院学习，需要通过

新加坡教育部和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局共同主办的统

一 考 试 ———新 加 坡 剑 桥 A 水 准 考 试 （Singapore -
Cambridg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s，简称 GCE‘A’Level）。 学生根据自

己的成绩向大学提出入学申请，此外还需达到不同学

科的具体要求。 硕士和博士的招生，也是采用学生申

请，参照学生以前的成绩和推荐材料，决定是否录取。
教 育 技 术 硕 士 研 究 生 按 “教 学 设 计 与 技 术 ”

（Instruction Design & Technology）、“学习科学与技术”
(Learning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两个方向招生，前

者授予艺术学硕士学位， 后者授予教育学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的获得有两种方式，即通过“修读课程”获得

学位和通过“修读课程＋学位论文”获得学位。
中国高校本科生的录取主要依据高考成绩，艺术

类、体育类等会参考艺术、体育考试成绩。 硕士和博士

的录取，主要参考初试和面试成绩。 博士生的录取，北

京师范大学等已经开始新的录取方式，即提交申请材

料，审核通过者直接进入面试。
从中新两国招生方式看，新加坡的招生更看重平

时成绩的积累，中国的招生侧重升学考试成绩。 中国

的考生数量大，采用“一考定乾坤”的方式，确实是一

种高效的人才选拔方式，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如有

的学生平时成绩很高，但是高考发挥失常，就可能失

去上大学的机会。 这两种招生方式各有优势，中国的

招生方式效率高，新加坡的招生方式注重学生平时的

积累，更利于调动学生日常学习的积极性。
3． 课程设置
艺术学和科学本科生开设的教育技术方面的课

程 有 ： 信 息 通 讯 技 术 促 进 有 意 义 学 习 (ICT for
Meaningful Learning)、教育心理学：教学的理论与应用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教育学本科生开设的教育技术课程除以上 2 门

外还有：促进有意义学习的 ICT 认知工具(ICT-based
Cognitive Tools for Meaningful Learning)、 教育研究方

法 （Educa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促 进 有 效 教 学

的批判推理技能(Critical Reasoning Skills for Effective
Teaching)、 课 程 开 发 和 设 计 介 绍 (Introduction to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Design)、计算机应用教学

(The Teaching of Computer Applications)。
教育技术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课程由核心课程和

选修课程构成。 核心课程： 教育调查 I（Educational
Inquiry I）、教 育 调 查 II（Educational Inquiry II）；选 修

课 程（选修 5 门）：学 习 科 学 基 础（Foundations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和知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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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Knowledge Building）、 信息技术作为认知工具 （IT as
Cognitive Tools）、设计工作室（Design Studio）、设计实

验（Design Experiments）、学习科学的社会基础（Social
Foundations for the Learning Sciences）、学习科学的认

知 基 础 （Cognitive Foundations for the Learning
Sciences）、 交 互 环 境 设 计 （Design of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学习科学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ies for the Learning Sciences）、ICT 整 合 中

技 术 和 教 学 思 考 （Technological and Pedag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ICT Integration）。

多媒体和信息技术 （Multi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方向的博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开设的

课程有： 高级文献评论与分析 （Advanced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学习科学高级专题（Advanced
Special Topics in the Learning Sciences）、 高级定性研

究 方 法 （Advanc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高 级 定 量 研 究 方 法 （Advanc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教育博士（Doctor in Education）开 设 的 课 程 由 5
门核心课程、3 门必修课程和 2 门选修课程构成。 其

中与教育技术相关的课程有：教育中应用 ICT 的趋势

和 问 题 （Trends and Issues in the Use of ICT in
Education）、 技 术 支 持 的 学 习 环 境 理 论 基 础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echnology -Mediat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设 计 技 术 支 持 的 教 育 干 预

（Designing Technology -Mediated Interventions in
Education）。

4． 课程资源
办公室、教室、报告厅、图书馆、实验室都配有有

线和无线网络，安装有电脑、电视、投影、电子白板等

信息化设备，师生可以方便地接入无线网络。 图书馆

和大部分教室的设计，都非常方便教师和学生进行协

作学习和交流。
师生可以方便地登录社会化、开放的协作学习平

台， 如 Wiki、Blogs、Google apps， 以及学习管理系统

GeNIEus(Blackboard)。网络教学资源有：在线视频指导

和 教 学 资 源 （NIe-Learning, http://www.cel.nie.edu.sg/
nielearning）、 电 子 档 案 项 目 （NIeFolio: A Learning
Journey,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iefolioportal）、 电

子入学系统 （e-Matriculation） 等。 数字化学习中心

（Center for e-Learning）还开发了 NIE Mobile、LibGO、
NIE Campus、NIE mGeo、NIE mVideo、NIE Well Said、
DollarDash、NIE mAPT 等 移 动 终 端 应 用 软 件 （NIE

Mobile Apps, http://www.nie.edu.sg/nie-mobile-apps）。
5． 培养方式
全脱产硕士研究生为 1~2 年学制，在职硕士研究

生为 2~4 年学制。 修读课程获得学位的学生，需修读

2 门核心课程、5 门专业必修课、2 门选修课、1 门批判

探索（Critical Inquiry）。 修读课程＋学位论文获得学位

的学生（成绩比较好的学生），需修读 2 门核心课程、5
门专业必修课、1 门选修课，完成 1 篇 1~1.5 万字的学

位论文。
全脱产博士研究生最多不超过 5 年学制，在职博

士研究生最多不超过 7 年学制。 博士研究生除了免修

的课程外，需要至少修读 3 门课程，完成至少 5 万字

的学位论文。
研究生如果想参与导师或其他老师的课题，需申

请研究助理的职位，由课题经费支付研究所需费用和

劳务费。 研究生需定期向导师汇报研究进展，导师对

研究生的研究进行指导。
6． 学生就业
新加坡的经济发达， 各行业需求的人才数量大，

此外新加坡政府为保护本地人才就业，严格限制外籍

人才在新加坡就业。 新加坡的大学生数量少，大学生

就业率接近 100%。接受 1 年职前教育的学生，已经被

教育部聘用，毕业后即将分配到各中小学。 硕士和博

士多是在职学生， 应届直接读硕士和博士的学生很

少，应届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多是其他国家来的留

学生。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
2012 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27%，2020 年

将达到 40%。 [22]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名牌高

校毕业生就业接近 100%，其他高校学生就业率差距比

较大。总体而言，教育技术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率明显高

于其他专业， 以江苏师范大学为例：2013 年教育技术

本科生考研率达 43%，一次性就业率达 100%；[23]在目

前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2012 届硕士研究生，1 人

考取博士研究生，16 人进入本科高校工作，其中 4 人

就业于 211 高校。 [24]

七、小 结

新加坡教育技术的发展，在人才培养体系的完整

性、教育技术人才培养的规模、中小学教育技术人才

（信息技术教师、网络中心或教育技术中心工作人员）
的专业化程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涉及的广度等很多

方面不如中国， 但是也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方面。
中国应借鉴新加坡教育技术发展的以下经验： 第一，
在全国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力争实现教育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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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际， 努力为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培育良好的环境；
第二，为教育技术学的发展营造舒适的环境和宽松的

氛围；第三，打造国际化、博士化的一流师资团队，高

校和研究机构应设立研究岗位，让研究者全力投入科

学研究；第四，强化科研成果的英文表达，加强国际交

流与合作，提高科研成果的国际影响力；第五，选择研

究专业和学科发展或实践领域亟须的课题，强化研究

成果的实用导向；第六，探索新型的人才选拔途径，真

正实现不拘一格收人才；第七，提高课程资源的国际

化程度，适当开发或引进英文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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