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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及学术经历：

1990 年 7 月南京师范大学电化教育系获理学学士学位。2004 年 12 月南京师范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获教育技术学硕士学位。2015 年 3 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获教育技术

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南通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教育技术系主任, 教授，硕士生导师。20 多年来，长期从事教育技术学

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围绕教学系统中的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网络环境下的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智慧教室环境中学习活动设计和教学应用模式等研究主题，对技术促进教学变

革展开了深入探讨。先后主持省部级课题 4项，参与国家级项目 1项，在 CSSCI 及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 20 多篇，参编学术专著一部，独撰学术专著一部并获江苏省教育科学优

秀成果三等奖。先后获得“江苏省实验室管理先进工作者”、浙江大学“优秀博士研究

生”、南通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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