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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高铁刚    薛  峰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信息化教学资源是信息社会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体系建设则是教育信息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审视当前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的现状，可以发现：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在认识、

体制与机制、市场、评价等层面仍存在较多问题，尚未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基于此，通过对上述问题

的系统分析及根源研究，文章提出了改进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体系系统的相关建议及措施，以期为信息化

教学资源供给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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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学资源是现代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是破解教育

难题的突破口。在诸多有关教育信息化的政策文件中，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共享、应用都是

被关注的热点，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大力促

进教育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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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前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难以满足教师需求、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机

制正在不断完善的现状，深入研究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研究的缘起 

自《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颁布以来，教育信息化工作迎来了新的快速

发展阶段。“三通两平台”建设提出了利用网络空间（教师空间、学生空间、家长空间、机构空

间）实现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与供给的思路，旨在推动教育的现代化、均衡化、优质化发展。 

与教育系统对信息化教学资源存在巨大需求不相适应的是，当前的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

务仍存在较多问题，如大量的信息化教学资源陈旧、与新课程改革要求不符等。人们不得不承

认，“十年来，从学校教师到教育行政工作者，从各级各类学校到教育部，对资源的建设都花了

很大的力气，但是总体上还是没有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因此，如何引导有关机构、

个人建设信息化教学资源，如何提供有效的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是当前信息化教学资源

建设、推广者必须审视的重要问题，也是“提升民生领域信息服务水平”[2]的基本要求。 

二 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研究与实践现状 

1 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研究现状 
在我国，研究者经常用“货”来比喻信息化教学资源在教育信息化中的作用。众多研究者

对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建设方式、供给方式、共享方式、评价机制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相关信

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的研究仍较少。 

首先是关于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方式的系列研究，研究者多以Web2.0技术、共建共享等技
术与理念开展研究，能够自觉地将新技术、新理念引入到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当中；其次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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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据管理的系列研究，如“数字教学资源版权保护技术研究”[3]、“教学资源共建共享项目管

理机制及绩效评价研究”[4]等。第三，研究者对信息化教学资源的供给方式进行了研究，如“基

础教育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模式研究”[5]、“基础教育资源网中个性化资源推荐服务研究”[6]等。

第四,确定了以“共建共享”为核心理念的共享方式，探讨了基于市场机制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共

享方式，如“区域教育信息资源‘购买支付’数学模型的构建与模拟”[7]等。第五，研究者对信

息化教学资源的进化机制、评价机制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应用效益，如“开

放教育资源的内容可共享性相关标准研究”[8]、“数字化学习资源共享的技术标准分析”[9]等。

就上述研究来看，在诸多研究者的视野里，“共建共享”是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共享的核心理

念，但专门的供给研究较少，特别是供给服务机制研究更少。 

在供给服务机制的专门研究当中，笔者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模式研究”相对

较早，该研究总结了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模式中存在

的问题，并基于“个性化服务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主流服务模式”[10]这一判断，提出了基于信息

技术的个性化教学资源供给模式。荆永君[11]提出了“一种个性化资源推荐服务模型”，系统讨论

了资源描述与用户兴趣的建模方法及用户兴趣漂移的处理方法；苏小兵[12]指出“根据公共产品

的纯度将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供给归结为四种模式：政府供给；市场供给或校际共享，政府购买

或补助，政府管制；市场供给，政府管制；市场供给”；杨文正等[13]设计了“教育信息资源质量

与用户利用系统流量存量图”、“信息化环境和用户间交流对资源利用率影响效果仿真图”，对信

息化教学资源的供给过程进行了仿真研究。 

上述研究成果较好地揭示了信息化教学资源这个“货”的供给过程，但对信息化教学资源

流动过程产生的增值及价值利用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对信息化教学资源的主动共享性研究

仍有待加强。 

2 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实践现状 
与丰富的理论研究相对应，我国各级政府、企业、个人也积极开展了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

服务，满足了部分地区对信息化教学资源的需求，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及发展效益。 

2000～2012 年，建立了以资源库为核心的资源供给服务机制：中央电化教育馆建立了“国
家基础教育资源网”，成为我国最大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库（目前注册用户为 1095714人，占中小
学教师总数的 1/10左右）；同时，各省、市、县开始出现区域资源网，资源库成为信息化教学资
源供给服务的重要平台。以资源库为核心的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具有如下优势：一是可以

为区域提供系列信息化教学资源，二是多项服务对教师免费，这就使得信息化教学资源库成为

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业务机构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以资源库为核心的资源供给服务机制下,资源建设是基础，资源供给服务是关键，资源应

用是核心。为了使各地教师获得丰富的教学资源，资源库建设单位加大了资源建设力度，并在

资源库建设主体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进行了多项尝试：一是区县级资源库建立校本—校际资源转

换机制，以校本资源为资源来源的主体，丰富资源总量；二是区域间资源库建立协作关系，建

立区域间资源互换机制；三是国家建立资源联盟，整合各个省级资源平台的资源，丰富了资源

总量。与资源建设相对，我国资源供给服务的建设尚存在一定缺陷。在以资源库为核心的资源

供给服务机制下，更多的资源供给服务是资源服务，即满足资源的需求，以用户“拉”为主获

取资源；再加上资源库以资源为主进行服务、辅助服务匮乏，因此用户使用效果不容乐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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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础教育资源网日均下载仅 5000余次，与巨大的用户数量相比可以说使用率极低）。 
2012 年以来，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成为了政府推进信息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强调以学习

空间为核心的资源供给服务，把不同用户所需要的资源推送到不同的个人空间，促进“优质资

源班班通”和“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在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中，资源服务以公益性服务

为主体，以增值性服务为激励方式，按照政府建设、企业建设、个人建设及混合建设模式开展

建设与服务。其中，各级政府以示范性、基础性资源建设为主，提供资源推送服务，面向区域

提供资源服务；企业和个人以个性化、特色化资源建设为主，面向特殊用户群体提供公益性和

增值性服务。目前，国家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在试点地区开展了基于学习空间的常态化教学应用，

正在探索新型的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机制。 

三 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问题及根源分析 

承认基础信息化教学资源服务“总体上还是没有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4]，就等于

默认了基础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存在一定的问题；而分析这些问题及其形成根源，便成为

了基础教育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1 认识层面的问题及根源 
首先，在环境上认识不清，抛开信息化教学资源应用环境探讨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

有需求就会对商品价值及服务质量提出要求，而没有需求或者需求过低都会严重影响商品价值

及服务质量。如果说信息化教学资源是信息化教学的必备条件，那么信息化教学就是信息化教

学资源供给服务的必备外部环境，对其准确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已经开展了十余年

系统的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但尚未形成所有的课堂教学都处在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局面，信息

技术与课程融合仍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强化，外部环境对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的需求也并

不是十分强烈，抛除这一点谈信息化资源供给服务及其建设虽具有超前性，但仍存一定的隐患。

当然，满足部分教师、学生的需求也极其重要，提高供给服务质量是趋势所在。 

其次，过度关心教学资源的自身价值，忽视信息化教学资源流通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就目

前来看，无论是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建设者还是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平台的建设者，都过度关注

信息化教学资源的自身价值。他们往往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这个“货”牟利，纷纷标注信息化

教学资源的价格，以传统商品供给服务形式销售该“货物”，而不能依据信息化教学资源“边际

成本”的特点进行“互联网思维”，多数缺乏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流动过程中的社交网络谋取“社

交红利”[15]的机制与方法。 

最后，过度注重“拉”的供给服务，忽视“推”的供给服务。所谓“拉”的供给服务，是

指将用户拉到平台上，用户利用检索方式获取信息化教学资源；所谓“推”的供给服务，是指

将资源推送给用户或潜在的用户，是互联网商业的主要服务模式。在过去一段较长的时间里，

我国的资源供给服务主要是为“强制性”注册的用户提供服务，用户从注册开始就具有较大的

封闭性，获取信息化教学资源十分有限。因此从“拉”到“推”及“推拉混合”的模式，是信

息化教学资源开放服务观念下的必然要求。 

2 体制与机制层面的问题及根源 
体制与机制层面的问题是保障性问题；作为一项硬性规定，体制与机制不顺或不合适将严

重影响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的稳定性及持续性。其中，资金投入机制、资源建设与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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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的制约很大。 

资金投入机制是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核心制约机制之一，不仅制约着教育信息化的持续发

展，也制约着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一方面，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的经费主要以政府

计划性财政投入为主，市场机制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尚未形成稳定的信息化教学

资源建设资金投入机制，使得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的经费多以项目式投入为主，资金投入的稳

定性差，导致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者对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较为轻视。因此，建立基于市

场、计划的双重机制，将有利于提升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的质量。 

资源建设与管理机制也是制约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的重要机制。由于基础教育的特殊

性，政府和事业单位作为资源供给服务提供主体，所建设的资源库、资源平台中流通的资源需

要经过政治性、科学性等方面的审查，且审查周期较长，这就使得很多资源自进入资源库、资

源平台就已经出现了老化现象，影响了信息化教学资源的质量，最终影响了信息化教学资源供

给服务的质量。因此，缩短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与管理的流程、适当降低入口标准，可能会对

资源供给服务质量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3 市场层面的问题及其根源 
市场层面的问题虽是认识层面、机制层面的下位问题，但直接影响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过

程及供给服务的质量，因此起关键的制约作用。其中，资源建设与服务主体能力不强、供需不

匹配、供应链不完善是市场层面最突出的问题。 

首先，资源建设与服务主体能力不强。虽然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标准统一并指定采用经审

定后的教材，但与多元的教学实践相适应，信息化教学资源的需求也多种多样。从某种角度上

说，信息化教学资源仍是一种潜在需求高度不确定的产品，因此随着教育观念、教育方法的改

进需要进行持续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由于信息化教学资源是一种信息化的、单位成本不高

但边际成本较高的产品，因此对信息化资源的建设者要求并不高，准入门槛较低。就目前来看，

一般的中小企业、教师都可以成为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建设者，都能提供基本的供给服务；但由

于他们的建设能力和服务能力有限，所以很难保证能够提供有效的资源供给服务。鉴于此，如

果没有大型的市场主体加入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这种现状仍然较难改变。 

其次，供需不匹配。供需服务由服务对象、服务产品、服务者三方构成，其中服务对象的

要求严重影响整个服务体系。对教师个人来说，信息化教学资源与其教学过程、教学策略匹合

程度高的资源为高需求资源，能够提供这样的资源及服务才是有效的。然而“教学有法、教无

定法”，对教师群体来说，信息化教学资源难以满足众多教师的内在要求，从而引起信息化教学

资源供给服务的预测误差较高、脱销率较低、被迫销毁率较高，加之服务者能力不强，最终导

致供需不匹配现象的发生。 

最后，供应链不完善，效率不高。从市场管理的角度上说，基础信息化教学资源可持续的

供给服务需要一条稳定并可持续的供应链，并要求该供应链能够支持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

整个体系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对信息化教学资源从需求到供给服务的中间过程进行划分，

可以形成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用户的链状供给服务体系。就目前来看，该体系尚不成熟、

有待完善，导致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存在一定的问题。 

4 评价层面的问题及根源 
评价层面的问题是价值引导性问题，是构建可持续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的方向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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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信息化教学资源持续供给的效率与水平。就目前来看，评价层面存在过度关注信息化

教学资源总量、忽视信息化教学资源服务机制建设、过度重视单个资源的质量等问题。 

首先，过度关注信息化教学资源总量。在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的实践中，由于长期以信息

化教学资源库为供给服务的核心机制，因此众多机构、研究者往往根据信息化教学资源库的总

量来衡量供给服务总量，忽视对信息化教学资源更新量的评价。以相关国家基础教育资源网、

区域资源网建设过程的评价来看，众多区域资源库都在强调其资源总量的大小，忽视信息化教

学资源更新总量的计算，很多区域性资源库的资源更新机制不健全，资源更新极其缓慢，甚至

有些数年都没有变化。随着世界上各类数据的增多、大数据等理念的盛行，单纯强调信息化教

学资源库总量的意义已经不大，而重视信息化教学资源的更新总量将是大势所趋。 

其次，忽视信息化教学资源服务机制建设。在各地的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评价中，政

府等相关主体经常以资源库总量为核心评定标准，对资源库产生的效益多以定性描述为主，根

源在于其应用效益不高及服务评价机制不完善。从某种角度上讲，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应用效益

与服务机制相关，应用效益的提升需要改变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机制，特别是要改进并完

善服务质量的评价机制。 

最后，过度关注单个资源的质量。在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中，众多的研究者及机构都

强调供给产品的优质性，即强调供给的信息化教学资源是高质量的资源。然而，资源不同于一

般的商品及产品，它并不是成品，而是需要二次加工、多次加工的半成品，因此过度关注单个

资源的质量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例如，诸多教师在访问资源库时，多以信息化教学资源质

量来衡量该资源库的服务质量，这是有失偏颇的。 

四 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体系改进建议及措施 

基于上述对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体系的研究，本研究提出了如下建议及改进措施： 

1 强化全面服务意识，树立新型供给服务观念 
一方面，要与教育信息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服务于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需要。信息化教学资

源供给服务要与资源应用环境相适应，供给不足将不利于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供给过剩则会导

致资源的浪费，只有适当的超前才有利于培养用户习惯。因此在服务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资

源供给服务要对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环境进行细致的分析。就目前来看，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

领域的全面应用和“三通两平台”重点项目的推进，我国将实施以“学习空间”为基础的信息

化推进策略，将线下关系线上化，利用“社交网络”全面推进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应用，深刻变

革现代教育教学活动。与之相应，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应该以满足规模化、个性化、连续

化、常态化的需求为导向，全面支撑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要从根本上转变建“货”的服务，树立新型的资源盈利理念。彻底改变将“资

源”当作“商品”销售的盈利理念，建立新型的“免费”[16]机制，将盈利范围向“长尾”[17]拓

展，通过“货”的使用体验挖掘广告盈利、应用盈利等的盈利空间。 

2 建立新型机制，加快资源供给服务主体转型 
建立并完善信息化教学资源投资机制，建立“政府供给”、“市场供给”相结合的供给服务

机制。各级政府以示范性、基础性资源建设为主，提供资源推送服务，面向区域提供资源服务；

企业、个人以个性化、特色化资源建设为主，面向特殊用户群体提供公益性和增值性服务。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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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场机制，鼓励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个人竞争，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资源。 

同时，加快推进资源供给主体转型，转变“共建共享”理念，加强供给服务质量标准的建

设。一要逐步完善资源供给服务的供应链体系建设，建立 CBBS（即消费者、渠道商、制造商、
服务）体系，建立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服务体系；二要彻底改变“共建共享”理念，明确各细

项的权责体系及服务体系，逐步建立 B2B、B2C、C2C 相结合的服务机制；三要制定信息化教
学资源供给服务质量新标准，规范资源供给服务生态系统建设，保障其持续、稳定地发展。 

3 探索多元供给方法，建立立体化的供给服务体系 
要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建设多元的服务体系。在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中，要特别关

注教师、学生的需求，一要满足他们对信息化教学资源的需求，这是基本的要求；二要满足他

们使用资源时的需求，建立良好的用户使用环境。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以资源库为单元、以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为基础、以合理的分配机制为保障的资源供给服务体系，从而实现资源供给

服务的主要目的，满足教师和学生的教学信息化资源需求，并调动各类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建立从“拉”到“推”及“推拉混合”的资源推送机制。首先，打破各个资源库的封闭状

态，打破必须登陆资源库才能获取资源信息的封闭机制；其次，依据“需要层级理论”建立资

源推送平台，使用户能够在各个网络信息系统中获得信息化教学资源信息；最后，优化资源推

送算法，建立合理的推送程序及利益分配机制。 

优化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流程，实现信息化教学资源的高效、优质供给。首先，缩短使用

者—销售者—建设者交互流程，降低信息交互的时间；其次，缩短信息化教学资源的传递时间，

以优质的网络速度保障教师快速获得资源的需求；最后，强化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过程中的服

务环境建设，保障用户获得良好的体验。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资源供给服务机制，充分发

挥线上服务、线下服务的优势，提供混合式资源供给服务。 

五 研究小结 

信息化教学资源是信息化教学的关键，是教育信息化效益发挥的基础；信息化教学资源供

给服务体系是教育信息化进程中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建设内容。本研究意在描述当前信息化教

学资源供给服务的现状，揭示当前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信息化教

学资源供给服务的方法。由于经历及学识所限，本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性尝试，旨在抛砖引玉，

希望能借此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此领域，完善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体系，推进教育

信息化的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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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 System for Providing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GAO Tie-gang    XUE Fe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chool,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China 110034) 

Abstract: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are the key factor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system for providing learning resources are the important elements of education 

informitization. After review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supply services, it finds that there are lots 

of problems existing in cognition, mechanism, market, and evaluation, which hind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supply. Therefore, through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proposes several sugg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service system, which als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 system for providing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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