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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开放教育资源典型案例:一个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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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不仅体现了大学的使命与教育体系的开放，而且使得知识开始成为公共财富。文章在简要介绍

开放教育资源的内涵、分类以及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报道了“国际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典型案例研究”的背景、

目的、典型案例遴选方式以及该研究专栏的研究方法。作为“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系列论文的首篇，文章还就整个研究专栏的

设计与安排作了简要介绍。最后，深入分析了此项研究对我国开放教育资源建设乃至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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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启动“开放式课件”

项目（Open Course Ware Project，简称OCW），宣布将学校全

部课程教学材料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免费开放，由此拉开了

开放教育资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 OER）运动的序

幕。几年来，在MIT OCW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下，作为提高教

育公平和扩大高等教育参与程度、赋予学习者自主学习的权

利、实现全民教育的有效手段，以共享知识为宗旨的开放教

育资源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开展。目前，开放教育资源

的种类由最初的开放课件发展到包含开放教育内容、开放协

议、开放平台、软件等在内的多种类型的教育资源。开放教

育资源的参与者和影响面也已经由原来的高等院校推广至基

础教育、开放教育乃至企业培训等诸多领域。 

目前，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

流。一方面它可能对新工具的开发、应用与创新以及软件的

开发模式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对大学的管理理念、

教育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和教育思想产生深远影响。[1] 因为

高等院校作为教育资源拥有的主体，在这场运动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2003年，我国教育部启动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作为

世界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品课程建设在资

源建设与遴选模式、版权保护机制、资金支持方面等都具有

自己的特色。在这七年中，我国已形成了“学校——省市——

国家”三级精品课程建设和评审机制；建成3910门国家级精

品课程，积累了大量的优质网络课程资源。但是，也由此引

发了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的建设、应用方面的诸多问题。如何

提高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的应用效率，探究国家精品课程资源

的应用和共享模式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机制成为我国精品

课程建设工作未来面临的主要问题。 

本系列文章在遴选国际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中的典型案例

的基础上，从开放教育资源应用、共享和再生的视角，深入

分析和研究国际开放教育资源的系统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

以期对我国国家精品课程网络资源的建设与应用、大学的知

识创造使命和学习型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 开放教育资源（OER）的本质与分类 

1 OER 的概念与本质 

2002年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举行

的“开放课件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影响”论坛上，首次

提出“开放教育资源（OER）”概念，认为“开放教育资源是

指那些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来向有关对象提供的可被自由查

阅、改编或应用的各种开放性教育类资源”。这些教育资源通

过互联网免费获得，用于教育机构教师的教学和学习者的学

习[2]；并在以后几年中，不断对OER概念和内涵进行讨论和修

正。2006 年，UNESCO 在OER 论坛的总结报告上将OER定

义为：OER 是指基于网络的数字化素材，人们在教育、学习

和研究中可以自由、开放地使用和重用这些素材。[3]休特基金

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认为“OER是指在

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下，在公共领域存在的、可以允许他人免

费应用和修改的教学、学习和研究资源，包括全部的课程、

课程教材、流媒体视频，测试、软件以及支持学习的其他资

料和技术[4]”。OECD的“教育创新研究中心（CERI）”研究者

将OER界定为“向教师、学生和自学者提供的免费和开放性

的数字化资源，可被用于教学、学习和研究中。”目前，比较

公认的定义为“开放教育资源是指通过Internet免费、公开提

供给教育者、学生、自学者可反复使用于教学、学习和研究

的高质量的数字化材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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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同组织或学者对OER的理解有一些差异，但是我

们能够从以上定义中看到OER的一些本质：第一，OER是面

向教育者、学生和自学者的资源，其目的是支持人们学习、

教学或研究，促进教育资源的最大共享；第二，OER是基于

信息通信技术的数字化资源，互联网为OER的实施提供了技

术支持和运营环境；第三，OER包含内容广泛，不仅包括开

放的课程资料、学习内容，还包括支持学习与教学的工具、

软件和技术；第四，OER是免费的、开放的资源，是遵循开

放许可协议的资源。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OER中的“开

放（Open）”并不意味着放弃著作权或免费获取享用，而是指

遵守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简称CC协议）的开放，即在特定的

条件下将部分权利授予公共领域内的使用者的开放。借鉴软

件界的行规，按开放的程度，可以将自由开放分为三个版本：

Freedom -1仅是简单的、免费获取信息，即通过网络可看、听、

读这些信息；Freedom 0是指可以复印和再分发所获取的信息；

Freedom 1是指可以对所获取的内容进行修正、组合或编制，

即可以派生出新的信息。[6]OER中的“开放”是指向世界免费

提供高质量的数字化资源，只要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人都可

以获取这些资源，并可以对其进行改变或扩展；但在应用或

修改这些资源时必须要注明出处、作者，且仅用于教育目的；

而且经过扩展和修改的派生资源也要按原始资源开放条款约

定向其他人免费开放。 

2 OER 的分类  

尽管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缘起于2001年MIT的开放课件运

动（OCW），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此问题理解的深

入，人们对OER内涵的理解已经扩展。除却开放课件外，开

放教育资源还包括开放的教科书、流媒体、测试工具、软件，

以及其他的一些用于支持获取知识的工具、材料和技术。[7] 

 当然，关于OER的具体内涵和分类，不同的组织和学者

有不同的视角和分类方法。UNESCO认为开放教育资源包含

学习资源、支持教师的资源和质量保证的资源三部分。其中，

学习资源包括完整课程、课件、内容模块、学习对象、学习

支持和评价工具、在线学习社区；支持教师的资源包括为教

师提供能够制作、改编和使用开放教育资源的工具及辅助资

料、师资培训资料和其他教学工具；质量保证的资源是指确

保教育和教育实践质量的资源。[8]OECD的2007年报告中，引

用了Margulies对OER内容的分类，将OER分为开放内容、工

具和执行资源三部分，具体内容分类见图1[9]。 

 
图1 开放教育资源概念图 

赵国栋等人认为“OER包括开放源代码的软件工具、开

放课件与相关内容、用于教师提高其E-learning能力的开放资

源、课件资源库和免费的教育类课程”[10]。OER的组织和实

施框架可以被划分为“开放的标准与协议”（Open Standard & 

License）、“开源的工具与软件”（Open Source Software）、“开

放的课程管理平台”（Open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开

放获取的内容”（Open Access Content）、“开放的共享联盟”

（Open sharing Consortium）5个基本组成部分。[11] 

本研究的研究者认为，从OER内容和类型来分，开放教

育资源分为“开放存取的教育内容”、“开放的标准和协议”、

以及“开放的工具和平台”三部分内容。其中： 

开放存取的教育内容是指向使用者提供可用于查阅、参

考、使用和修改的免费数字化内容，包括全部课程资料、课

程模块、课件，课程目标、资源库、教材、视频、资料集和

杂志等；这是OER的主体和核心。 

开放的标准与协议是指促进资料、设计原则和内容本地

化的知识版权保护协议、软件的使用协议、资源的开发与存

贮标准等，是OER 运动中实现内容性资源共享与互用的技术

和法律基础。 

开放的工具和平台是指支持开发、传输、存储、应用、

共享开放存取教育内容的工具，包括内容检索和组织工具、

内容开发工具、内容和学习管理系统以及在线学习社区等。 

二 开放教育资源（OER）运动发展 

MIT“开放课件”项目的目的在于将其研究生、本科生的

全部课程资料放到互联网上，供全世界的人免费使用。此举

得到世界各国大学、国际组织赞同并纷纷效仿，日本、法国、

西班牙等国的大学建立开放课程联盟开发自己的开放课件或

者翻译、本土化已有的开放课件。这场发自传统大学的开放

课件运动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如上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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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不同组织和机构对OER的概念和内涵不断进行修正和调

整。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此问题的理解的深入，

开放共享的理念已经逐渐被公众认可，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在

全球范围内已蔚为潮流。开放教育资源对高等教育、终身教

育的影响也逐渐得到世人的关注，在相关研究与实践方面取

得了不少实质性的进展。 

近年来，OER的概念和实践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首

先，资源内容已由原来单纯的开放课件、开放课程内容，发

展为包括“开放教学与学习过程、开放教材与课程模块、开

放技术标准与版权协议、开放学习社区等”在内的教育内容；

其次，由传统大学发起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现在已扩展至

基础教育、开放教育乃至企业培训领域，其知识共享、创新

理念与终身教育的实施结合在一起，促进了教育创新的开展；

第三，在OER的建设和运营实践中，既有传统高校、开放大

学以及BBC等机构、团体提供内容资料的建设和运营模式，

也有通过组织制度、个体等提供内容的建设资源的模式；第

四，OER项目的关注焦点也由关注开放课程资源的数字化建

设，转向了开放教育资源应用和共享的实践模式的探索，乃

至对开放世界中教育方式、学习文化的探索。诸如休特基金

会资助的、由英国开放大学与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共同实施

的开放教育资源研究项目OLnet（Open Learning Network）就

是旨在通过搜集相关证据和方法以研究和理解愈加开放的世

界中的学习方式——尤其是与OER相关的学习方式，并探究

OER的其它影响。 

三 开放教育资源典型案例研究设计 

1 研究的目标 

 近十年的发展中，许多国家参与了开放教育资源运动，

涌现出了内容丰富、种类多样的OER项目。但我们必须意识

到，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不仅仅是理念的更新，其理念的落实

与实施涉及到教育体制、经济、法律以及技术等多方面因素

的制约。目前，国际教育资源运动的焦点已经由早期的资源

的数字化建设转向开放教育资源的应用，由开放理念的推广

转向资源质量、资源有效应用方式方法的探究等开放教育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这个视角看，中国的开放教育资源

发展与世界同步。 

“国际开放教育资源典型案例”研究专栏的开辟，主要

是在研究国外开放教育系统组织架构的基础上，向国内读者

介绍在资源建设机制、法律机制、再生与应用共享机制等方

面均比较典型的国际开放教育资源案例，其最终目的是通过

剖析这些案例的特征，从中挖掘其建设运营机制，剖析这些

机制对我国开放教育资源建设、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精

品课程建设项目的借鉴意义，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开放教育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 

2 研究案例的遴选 

本研究团队长期关注国际开放教育资源的研究，特别是

关于开放教育资源中资源的应用共享及资源的自组织和再生

问题，并聚焦了一些案例。为了保证案例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研究团队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以下方法遴选了案例： 

第一，基于开放教育资源定义、本质，确定了案例的选

择框架。即开放教育资源主要包含开放存取的教育内容、开

放的工具和平台、开放的标准与协议几部分。  

第二，基于UNESCO的OER wiki、OCW Consortium、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Wikipedia等资源导向网

站，遵循OER内容分类框架，分别选择一些不同类型的项目

作为候选资源。 

最后，将这些项目资源分别咨询国内外开放教育资源领

域的专家，让他们从候选项目中选择自己认为影响范围较广

或有特色的项目，根据推荐次数的多少，确定了最终的十个

OER项目作为研究案例。这十个项目中主要包含开放存取的

教育内容，此外还包含了开放的标准与协议、开放工具和平

台。在开放存取内容选择方面，主要是从资源组织机制、资

源应用和资源再生视角，对案例进行分类后，选择经典或者

公众知晓率比较高的项目。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在确定研究案例后，从哪些角度剖析开放教育资源项目，

是本系列文章研究的关键问题。尤其在我们选取的案例中，

如 MIT OCW、英国开放大学（OU）的 OpenLearn 等项目，

国内已有众多介绍和报道。如何做到不是简单的重复介绍，

而是挖掘出项目新内涵，一直是该研究团队成员讨论和思考

的问题。Stacey 和 Rominger 认为一个 OER 项目要想可持续

发展，需要考虑到政策、法律、商务运营、技术、开放的社

会文化等属性问题。[12]在借鉴 Stacey 和 Rominger 对开放教

育资源项目属性解读的基础上，研究团队确定了本系列典型

项目的研究和分析框架。每个开放教育资源项目主要分析研

究以下内容： 

（1）案例简介 

对所选择的案例进行系统介绍，主要包括项目的目标、

面向对象、项目类型、项目的负责机构、项目的资金支持和

运营方式等基本内容。 

（2）项目系统的组织架构、应用与共享机制透视 

根据该项目的主要特征，深入剖析其资源的系统组织架

构方式，包括资源的类型、资源的创建方式、资源的组织方

式、资源的评价方式，资源的应用与共享机制，诸如项目资

源开发和运行所遵循的技术标准和版权协议等。在此基础上，

总结该案例的特征和成功经验。 

（3）分析探讨对我国开放教育资源建设的借鉴价值 

结合我国开放教育资源建设的现状，尤其是高等教育领

域中到中国精品课程建设实践，探讨这些开放教育资源项目

对我国开放教育资源建设的借鉴意义。 



 12 

由于本研究专栏的目的在于促进我国开放教育资源的应

用、共享和再生机制。研究人员对资源的组织机制、资源应

用方式以及资源评价和遴选机制等问题会重点剖析，提炼案

例资源的主要特征，并分析其对中国开放教育资源建设和可

持续发展的借鉴价值。当然，由于本系列文章所遴选的十个

开放教育资源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资源类别，每个案例都有

自己的侧重点和特色。所以，在研究系列文章的撰写中，项

目的特征和优势是重点内容，每个案例会依据其特殊性将会

在不同方面有所侧重。 

4 研究专栏文章的设计安排 

此系列文章共分 12 篇，首篇为综述性文章，主要介绍此

系列研究的目标、意义与价值、研究案例的遴选方式以及文

章的写作体例；末篇为总结性文章，是对该研究项目在研究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的研究结论以及研究发现进行总结

和反思；剩余十篇文章的组织主要基于开放教育资源所划分

的种类，分为开放存取协议，开放学习工具和平台，开放教

育内容等几部分。其中开放教育内容为研究案例的主要部分，

包括  MIT 的  OCW、OU 的 OpenLearn、Rice 大学的

Connexions、OER Commons、MERLOT 等。具体研究案例及

其相关简述如表 1： 

表1 OER项目案例简介表 

项目名 项目简介 

Connexions 美国 Rice 大学开发的跨学科的开放教育资源系统,融资源共创、评价与重用于一体。

OpenLearn 英国开放大学开发的集开放内容与开放学习于一体的开放教育资源项目。 

MERLOT 
由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与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机构合作的一个项目。重点在资源建设

共享和资源应用机制方面。 

OER Commons 
美国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协会（ISKME）创建的知识库，旨在支持开放教育资

源应用和重用。 

MIT OCW MIT 发起的开放课件项目，是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中开放学习内容的代表。 

P2P  University 
秉承“开放、社区、同伴学习” 理念，根植于开放教育资源，旨在创建与传统大学不

同的终身学习模式的虚拟大学。 

Openstudy 旨在联系具有共同学习兴趣的人一起交流讨论的开放学习社区。 

Sakai 由印弟安纳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等协同开发的开源课程管理系统。 

WikiEducator 
由开放教育资源基金会支持的，旨在实现免费课程资源的设计、开发和传送的全球

性组织项目。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开放共享协议项目，探讨开放教育资源法律问题。 

四  开放教育资源典型案例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在教育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基于“开放共享”理

念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是全球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可阻挡的趋

势。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教育世界中，开放共享的理

念，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已经越来越为世人所接受，开放教

育资源与开放教育、终身教育联系在一起，发展非常迅速。

众所周知，开放教育资源内容共建共享机制建设和技术实现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发生与发展不仅与社会的进步是

相辅相成的,而且与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同

时，知识的共享会促进社会的进步, 社会的进步与日渐开放的

文化氛围也会促进开放共享理念的传播与实现。 

在国际交流中，我们发现在最近十年间，国际上涌现出

了一大批比较成功或者观念新颖的开放教育资源典型案例，

为本专栏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研究团队认为国际开放教育

资源典型案例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如下： 

1 开放教育资源典型案例研究的意义 

（1）研究专栏的理论意义 

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为推动人类教育发展史起到变革性的

作用，从而使当代教育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大学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阵地；并使知识共

享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基于此，开设“国际开放教育资源”研究专栏，一方面

在于准确把握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

被人创造、知识为人所用、知识随时随处可用”的知识“大

同”世界；另一方面，通过对国外开放教育资源这些典型案

例的深入剖析，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把握国际开放教育资源

运动的发展脉络，揭示开放教育资源在设计、开发、实施、

应用、评价等诸多环节的经验与不足，从而把握开放教育中

知识生产和分享传播的内在规律。 

（2）研究专栏的实践意义 

本研究专栏系统梳理并分析了国际开放教育资源的典型

案例的机制、技术与方法等对于促进我国精品课程资源建设

的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总结国际开放教育资源的设计、开发和应用等的相关经

验和不足，有助于我们系统了解网络教育资源的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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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国际开放教育资源的创建模式和共享机制，可以提

升国内开放教育资源的建设和维护效益，充分发挥各种优质

开放教育资源的示范作用。 

2 开放教育资源典型案例研究的价值 

国际开放教育资源研究对教育、课程开发、教与学均有

一定的推动作用。 

开放教育资源是学习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课程的

再生、设计、开发、共享、应用以及重用机理等均提供了新

颖的理念，从而形成课程与教学的新形态。 

此外，本研究专栏对国家精品课程参与高等教育信息化

变革，以及对推动知识的共享传播以及促进大学间的合作均

有着重要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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