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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成熟度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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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是推动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的重要

推进方向。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开放课程及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历程及典型项目，然后分析了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

驱动方式和资源传播的推广途径，并从资源的特性及其与用户的关系将数字教育资源的特征归纳为可用性、可达性、广

泛性、用户粘性等四大特征。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性分析框架。 该框架的提出有利于对数字教

育资源项目推广进行分析和判断，并提出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的真实困境和解决策略。

[关键词] 数字教育资源； 开放教育资源； 开放课程； 开放性特征； 开放成熟度

[中图分类号] G432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黄荣怀（1965—），男，湖南益阳人。 教授，主要从事教育技术、教育信息化、协作学习、智慧学习环境等方面

的研究。 E-mail：huangrh@bnu.edu.cn。

DOI:10.13811/j.cnki.eer.2015.03.008 环 境 建 设 与 资 源 开 发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信息化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研究”（项目编号：

ACA120005）

一、引 言

长期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导致我国区域之

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在教育投入、教学质量、师资

水平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面对教育发展的严重

失衡，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遏制并逐步缩小区

域、城乡、校际之间的教育差异，势必影响社会公平正

义和国家和谐稳定。 作为社会公平的基石，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教育资源共享问题。 2010 年国务院颁

布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提出，要“建立开放灵活的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平台，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 2012 年教育

部 印 发 的 《教 育 信 息 化 十 年 发 展 规 划（2011—2020
年）》，提出“信息化在促进教育公平和实现优质教育

资源广泛共享、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

作用”。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

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
教育资源是人类社会资 源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也

是教育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 顾明远认为，教育资源

是指教育系统中支持整个教育过程达到一定的教育

目的，实现一定的教育和教学功能的各种资源。 [1]概

括起来，教育资源通常包括教师资源、课程资源和物

质资源。 [2]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数字资源随着信息

技术的普及而逐步进入教育领域。 一般认为，数字教

育资源是指为教学目的而专门设计的或者能服务于

教育的各种以数字形态存在和被使用的资源 [3]，属于

课程资源的范畴。 与物质资源相比，数字教育资源天

然 具 备 易 于 生 产、复 制、传 播 的 特 性，可 在 区 域、城

乡、校际之间开放共享。 研究表明，数字教育资源开

放共享是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最迫切的需求之

一，也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

段。 [4][5][6]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作用，实现我国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 对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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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共享是实现教育资源价值最大化的有效途

径， 对数字教育资源的应用效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系统的构成要素，郑朴芳

等人立足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 认为规划、 制度、机

制、基础设施、信息资源、管理平台、技术、标准/规范、
资金、用户、开发者以及管理者等是其构成要素。 [7]张

世明从网络生态系统的视角提出数字教育资源共享

系统由主体、环境及其关系构成。 [8]钱东明等人从建设

和共享的角度提出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系统的构成要

素包括资源的供方、资源的需方，以及影响共建共享

的外部技术环境支撑因素和内部的动力机制等四个

因素。 [9]本文认为，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包括资源

供给方和资源使用方两个主体，以及资源建设和资源

传播两个维度。 因此，“何种资源”、“何种情境”、“如何

获取”、“如何共享” 等问题是教育资源开放共享的基

本问题， 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系统包含资源形态、
应用情境、获取方式和推广方式等四个核心要素。

二、开放课程与开放教育资源

一般认为，开放课程（Open Courseware，OCW）是

数字教育资源的一种类型，它更加强调资源以课程为

单位进行建设并通过互联网共享。 2001 年，麻省理工

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启 动

了开放课程项目，该项目倡导将其所开设的全部课程

的教学材料和课件公布于网上，供全世界的求知者和

教育者免费无偿地享用。 2003 年，苹果公司启动了旨

在为全球所有教师、学生和自学者免费提供教育资源

的 iTunes U 项目，该项目涉及 1200 所大学和 1200 所

K-12 学校，覆盖了文学、科学、健康医药、教育、商业

等领域。 随着 2012 年 Coursera、Udacity 和 edX 的崛

起，MOOCs 在世界范围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为一种

全 新 形 态 的 开 放 课 程 ，MOOCs 具 有 完 整 的 课 程 结

构，不仅包括视频讲座、阅读材料、习题集等课程材

料， 还提供了大数据的支持以及更加丰富的个性化

教学服务，这使支持教师与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之间

以及学习者与内容之间的交互大大提高， 有效提高

了学习成效。 [10]2013 年 3 月至今，国内北京大学主办

的“北大 MOOC”、清华大学主办的“学堂在线”以及北

京师范大学主办的“京师在线”等 MOOCs 平台陆续上

线，国内开放课程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最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2 年提出，该组

织认为开放教育资源是指“通过信息与传播技术来建

立教育资源的开放供给，用户为了非商业的目的可以

参考、使用和修改这些资源”。 [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认为， 开放教育资源是指以教

学、学习和研究为目的，为教师、学生和自学者免费提

供可使用和修改的数字化材料， 主要包括学习内容，
用于资源开发、使用和内容分发的软件工具，以及开

放许可证。 [12]

从国际上看，世界各国已普遍意识到开放教育资

源的价值，并启动了相关的资源建设项目。 2012 年，
英联邦学习共同体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COL)
与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 联合调

查了全球 82 个国家和地区的开放教育资源政策，随

后发布的 《全球开放教育资源政策调查报告》（Survey
on Government Open Education Resources Policies）显

示：57%的国家认为开放教育资源可以增加学生的学

习机会；45%的国家制定了开放教育资源的政策或措

施；41%的国家启动了由国家公共资金资助的资源共

享项目；在所有参与调查的国家中，平均 37%的教育

信息化公共资金用于开放教育资源建设和开放。 [13]国

际上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可概括为三种方式。 其一

是由政府发起的资源建设项目，资助建设教育资源库

与共享平台，如美国教育资源网、联邦优质教育资源

等、 欧盟的开放科学教育资源库、 新加坡 ecumall2.0
平台项目、 加拿大的 EduSource 项目、 澳大利亚的

EdNA 项目、印度的 NPTEL 项目、我国台湾的 TOCWC
项目等。 其二是由学术组织、民间机构或技术公司发

起 的 免 费 教 育 资 源 开 放 项 目， 如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的

Open Courseware 开放课程项目、苹果公司的 iTunes U
项目、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eThemes 信息化

教育资源”项目等。 其三是商业教育机构发起的收费

项目， 如美国 K12 国际学校的学前项目、K-8 项目以

及高中项目，培生集团的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英语

教育等多种项目。
从国内来看，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覆盖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体系。
共享方式主要包括三种，其一是政府主导的资源建设

项目，如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国家精品资源共享

课建设项目、职业教育数字资源试点专项、国家基础

教育资源网、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项

目、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农村中小学现代

远程教育工程等。 其二是由学术组织、民间机构发起

的免费项目，如中国微课程资源共建共享联盟发起的

微课程项目。 其三是由商业培训机构发起的收费项

59



电 化 教 育 研 究

目，如“好课网”非学历教育项目、超星公司发起的通

识类课程项目等。 此外，很多省、市结合自身资源需求

和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教育信息资源网站或联盟，如

上海教育资源库、浙江省教育资源网、泛珠三角区域

教育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程计划以及长三角教育资

源共建共享联盟等。
由此可见，开放课程和开放教育资源受到世界各

国的普遍重视，大部分国家已经以项目方式建成了大

量的数字教育资源。然而，通过进一步文献调研可以发

现，国内外开放资源项目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开放资

源使用率低”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数字教育资源开放

共享效果并不理想。 [14][15][16][17]对于这一问题的根源，学术

界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Tate、Cechinel 等人认为开放

资源的质量是影响开放共享 的 最 重 要 因 素 [18] [19]，而

Clements 等人认为当前数字教育资源开放保证体系

的缺失才是根本原因[20]。
当前我国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区域、城乡、校际之

间的教育资源分布存在较大差异，而学术界还没有形

成有效的、基于广泛共识的方法对数字教育资源项目

推广进行分析和判断，以发现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

的真实困境和解决策略。 因此，开展数字教育资源开

放共享的成熟度研究，以此重新审视我国数字教育资

源共享的路径，进而提出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的方法和措施， 是新时期促进教育公

平、提高教育质量的时代要求。

三、建设的驱动方式与传播的推广途径

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等

不同领域， 数字教育资源的形态和应用情境略有不

同，但大致包括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案或演示文

稿、重点难点指导、作业、参考资料、教学视频等，还可

包括电子教材、案例库、演示/虚拟/仿真实验实训（实

习）系统、作业系统、在线自测/考试系统等不同形态。
不同形态的数字教育资源既可用于课堂教学，还可以

用于教师培训、教学研究等情境中。 [21]

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包括资源供给方和资

源使用方两个主体，以及资源建设和资源传播两个维

度。 对于资源建设维度来说，其建设动力来源于资源

形态和应用情境两要素的相互作用。 资源在确定其形

态之前，应预设其应用情境，缺乏应用情境的教育资

源，难以满足教师的教学需求和学生的学习需求。 同

时，当前实际教学过程中，大量的教学情境没有合适

的资源可供使用，这就需要增加资源的开发，满足更

多的教学情境。

对于资源传播维度来说，资源的推广途径取决于

资源供给方的推广方式和资源使用方的获取方式。 数

字教育资源是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产品，资源供给方不

断策划和丰富资源推广方式，以扩大其所开发资源的

影响力和市场效益，而资源使用方则不断丰富其获取

方式，以获得更加优质、合适的数字教育资源来满足

教育教学。
(一)资源建设的驱动方式

“驱动力”一词来源于系统动力学，其本意是指驱

动系统前进和发展的力量。 该词也广泛应用于社会科

学领域，常被用于系统中主体行为动力分析。 驱动方

式是资源形态和应用情境的关系，归纳起来包括政策

驱动、技术驱动、需求驱动、技术与需求并重等多种方

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资源建设的驱动方式

政策驱动是由于教育主管部门发布政策的要求

而产生的驱动方式，如我国启动国家精品课程、精品

资源共享课建设就属于这种驱动方式。 技术驱动是指

基于新技术来开发新的教育资源和学习服务，从而满

足客户需求，如大数据、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发展产生

的学与教方式的改变。 通常来说，每一种突破性的技

术创新都是基于技术驱动的。 需求驱动指新的由于教

师的教学需求和学生的学习需求发生变化而导致教

育资源和学习服务的开发。 技术与需求并重的驱动方

式是指新技术发展和教学需求相互作用从而驱动资

源共享的驱动方式。 目前来看，技术与需求并重是一

种较为理想的驱动方式。
(二)资源传播的推广途径

一直以来，营销是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策略组成

部分，但却很少应用于教育领域。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和协同合作，其模式更加

以用户为中心， 其核心是强调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分

享与关系，这促成了在市场营销领域中价值创造活动

及市场主导权力由企业向消费者的转移，从而形成了

新趋势下的营销观念变革。 [22]如苹果应用商店变革软

件营销模式、小米公司的“饥饿营销”变革手机零售模

式等。 对于数字教育资源来说，资源传播的推广途径

是指从资源供给方向资源使用方传输资源的途径，归

纳起来包括被动推广、大众推广、定向推广、服务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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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合推广等多种方式，如图 2 所示。
被动推广是指资源供给方没有进行特意的资源

推广和营销。 大众推广是指针对所有可能的使用者进

行资源推广和营销，以期获得大量的用户使用，这种

推广方式可能获得普遍关注。 定向推广是针对特定行

业、专业、学段或领域的使用者进行资源推广和营销，
这种推广方式考虑细分市场。 服务推广是指以提供资

源、服务的方式对特定使用者进行推广。 整合推广是

指通过多种渠道，提供服务、资源等多种形式的推广

和营销方式。

图 2 资源传播的推广途径

四、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性特征

数字教育资源以数字方式存储和传输，它易于生

产、复制和传播。 因而，开放性是数字教育资源的根本

特征。 国外学者 Hodgkinson-Williams 和 Gray 曾从社

会开放度、技术开放度、许可开放度、资金开放度等四

个维度提出开放教育资源开放性评估框架（Measuring
of Openness of OER）。 [23]这是从一个数字教育资源项

目的构成要素提出的开放性评估框架，从资源的特性

及其与用户的关系可归纳为可用性、可达性、广泛性

和用户粘性等四个方面，其关系如图 3 所示。

图 3 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性成熟度评价指标

(一)可用性

“可用性”(Usability)一词最早出现在人机互动领

域，现已广泛应用于软件设计、网站设计、产品设计等

不同领域。 ISO9241-11 标准指出，可用性是指产品在

特定使用环境下为特定用户用于特定用途时所具有

的 有 效 性 (Effectiveness)、效 率 (Efficiency)和 用 户 主 观

满意度(Satisfaction)。 [24]而 Nielsen 则认为可用性应该

包括易学性、交互效率、易记性、出错频率和严重性、
用户满意度等五个要素。 [25] 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领

域，可用性用于表征资源形态和获取方式两个要素的

关系，是指教育资源易于使用和易学的程度。
(二)可达性

“可达性”（Reachability）一词来自于数学和计算

机学科的图论（graph theory），后在城市交通规划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用以描述某一场所和周边其他场所的

相对接近或者分离情况，进而反映出这一场所满足人

们对某种活动的需求的难易程度。 [26] 沃尔特·汉森

(Walter Hansen) 在 《可达性如何塑造用地形态》(How
Accessibility Shapes Land Use)一文中将可达性定义为

描 述 某 一 场 所 具 有 的 “交 往 活 动 机 会 的 潜 力 ”
(Potential of opportunities for interaction) 的度量。 [27]在

数字教育资源共享领域，可达性用于表征资源形态和

推广方式两个要素的关系，是指教育资源到达用户的

难易程度。 如果资源的可达性较好，则更多用户可以

顺利从资源供给方获取资源。
(三)广泛性

“广泛性”（Scalability）一词较为常见的用于社会

生活中，一般是指受作用面比较大，或者比较多。 如在

公共服务领域，广泛性是指公共服务所包含的用户范

围广，几乎无所不包，每个公民都有权享有政府的服

务。 [28]在图书情报领域，人们所指的图书馆受益者的

广泛性是学习者可以不受教室、学校、地域的限制，每

一个有意愿接受信息素质培训的人都能不受限制地

成为被教育者。 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领域，广泛性用

于表征应用情境和推广方式两要素的关系，是指教育

资源能够适应不断增长的学习需求的能力。
(四)用户粘性

“用户粘性”（Stickiness）一词最早出现在电子商

务领域，一般是指用户双方彼此的使用频率。 “粘度”
是衡量用户忠诚度计划的重要指标，一些成功的市场

人员都知道要注重培养用户的“粘度”。 广义粘度指用

户对网站的依赖度、忠诚度和使用程度。 对于电子商

务领域来说，“如何让顾客变成回头客，让回头客变成

老顾客”是该领域对用户粘性的最简单理解。 通常粘

度越高的网站价值越高，因此如何提高用户粘度也是

各网站运营的首要任务。 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领域，
用户粘性用于表征获取方式和应用情境两要素的关

系， 是 指 数 字 教 育 资 源 或 学 习 服 务 留 存 用 户 的 能

力——使用户继续使用它们而不使用其他竞争者的

教育资源或服务的能力。

61



电 化 教 育 研 究

五、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成熟度分析框架

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性特征与资源形态、推广方

式、应用情境和获取方式密切相关。 其中，可用性用于

表征资源形态和获取方式两个要素的关系，可达性用

于表征资源形态和推广方式两个要素的关系，广泛性

用于表征应用情境和推广方式两要素的关系，用户粘

性用于表征获取方式和应用情境两要素的关系。 由此

形成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性分析框架，如图 4 所示。

图 4 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性分析框架

(一)资源形态

资 源 形 态（Shap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是 指

数字教育资源是以何种形态存在。 由于数字教育资源

的复杂性，可从媒体类型、打包方式、知识颗粒度和知

识架构等四个维度进行界定。
媒体类型是指用来传播教育资源的工具和载体

的类型，包括视频、文本、音频、教学工具/软件、网页

型教学课件、演示文稿型教学课件以及多种类型混合

等；打包方式是一种能够使学习内容被多种程序读取

的、 对学习内容进行描述的标准化方式， 通过内容封

装，学习内容及其元数据被包装到一个文件中，可被完

整地进行传输。 一般包括独立运行、平台内嵌、章节/知
识点打包、资源信息/链接，以及无封装等多种类型；知

识颗粒度指学习内容中信息单元的相对大小或粗糙程

度，它是资源内容的基本构成单位，通常包括课程、模

块/章节/单元、知识点等；知识结构指的是知识排列和

组织的基本框架，通常包括完整而清晰的、部分/片段

化的、碎片化且清晰的等多种类型。
(二)应用情境

应 用 情 境 （Scenarios of Utilization Educational
Resources） 是指数字教育资源应用于何种场合和情

境，归纳起来包括课堂教学、课外学习、知识拓展和偶

发学习等情境。
课堂教学指教育资源被用来支持课堂教和学的

应用情境； 课外学习是指教育资源被用于教师备课、
教研和专业发展，或被用于学习者巩固所学知识或深

入探究的应用情境；知识拓展是指教育资源支持学习

者围绕某一特定话题或主题进行探究，以加深理解或

扩大知识面的一种应用情境；偶发学习指教育资源在

非规律或经常性学习中应用的一种情境。
(三)获取方式

获 取 方 式 （Access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by
Users） 是指资源获取方从资源提供方获取资源的方

式和手段，归纳起来包括网络搜索、注册下载、购前试

用、刚需购买等不同的方式。
网络搜索是从公共信息源（如搜索引擎、免费数据

库等）中获取所需的相关教育资源的资源获取方式；注

册下载是指先到指定网站或平台注册登录， 然后才能

够获取受限教育资源的资源获取方式； 购前试用指用

户在决定是否购买整个教育资源之前， 先在一定的权

限范围内试用，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的资源获取方式；
刚需购买是指资源使用方根据自身需求的购买。

(四)推广方式

推 广 方 式（Circulating Education Resources）是 数

字教育资源从资源供给方到资源使用方推广资源的

方式和手段，归纳起来包括客户传播、业内散播、跨域

策展、脉冲营销等多种方式。
客户传播是指资源在使用单位及使用个人之间

进行扩散， 业内散播是指资源在行业或专业内扩散，
跨域策展是指资源在不同领域间进行扩散，脉冲营销

是指通过不断的宣传和推广进行扩散。

六、结 语

通过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项目实现教育均衡，
促进教育公平是各国的不懈追求，为此世界各国普遍

实施了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的实践项目。 本文提出

的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成熟度分析框架，有利于对数

字教育资源项目推广进行分析和判断。 然而本框架的

构建是基于实践经验和理论推演，还有待数字教育资

源项目进一步验证和修订。 因此，从国际、国内选取典

型数字教育资源项目， 通过分析资源建设驱动方式、
资源推广方式、开放性特征等维度，可进一步验证该

框架的有效性，从而认识这些项目运行过程中的真实

困境，并给出相应的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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