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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与慕课：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供给方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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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课与慕课等数字教育资源形式，是在集合技术、劳动力与创新等三大供给侧结构要素基础之上而诞生，

是变革教育供给方式的原生动力。 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教育服务供给与信息技术变革教育供给

方式的历史总结，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借鉴沃尔玛与飞机场供给模式，提出教育改革速度缓慢的原因之一在于

没有发生供给侧结构性的转变，利用微课和慕课对现有的课程供给进行重构，可以打破传统教育供给方式，让学校、图

书馆变成提供课程市场的场所，教学的流程统一外包给具有国家认证的教育者资格的个人或者企业，学生则成为课程

的消费者。 通过课程市场的推广与普及，使学生尽快适应网络学习方式。 微课与慕课这种自身可持续性供给的优势，对

新常态下教育市场发展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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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技术的供给方式变革已经改变了人类
生活，如淘宝的出现遏制了某些实体商店对产业链的
垄断，Uber 和滴滴打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出租车
行业无竞争的行业模式并倒逼出租车提高服务质量
等。 对教育行业来说，微课和慕课的出现和大规模发
展也对传统教育供给带来了冲击，新兴的基于互联网
的教育手段使教育资源的分配结构进一步趋向公平
化，甚至重构现有的教育供给方式。 另一方面，《中国
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5）提到，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点主要是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破解
难题的关键就是要从产品供给层面入手。 从供给侧
改革的视角审视，教育行业如何释放要素活力，强化
市场竞争，解除供给束缚，是我们加速教育改革的方
向。 在互联网渗透全行业的今天，传统教育“学校+教
师+学生” 的固有模式能否适应市场经济下教育行业
的发展？ 传统的教育资源、教育供给方式能否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教育改革究竟什么时候

能实现质的飞跃？ 虽然现在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
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的出现必然导致传统教育市场
发生重大变革并出现课程市场，随之慢慢取代现有学
校课程供给的地位和能力。

一、历史与问题：教育供给方式面临转变

教育供给是根据人们的需求所提供的教育，有效
的教育供给就是指与当下的社会发展条件相对应，满
足并适应于不同种类人群的教育需要，由政府或个体
所提供的教育资源等[1]。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一个国
家的立国之本，对国家和个人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作
用，如何选择合理、有效的供给方式向公民提供优质
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提供和生产：教育服务供给的基本活动
教育供给包括两项活动，即教育服务的提供和教

育服务的生产。 前者主要是指特定的主体通过集体选
择机制，进行教育融资、安排生产者、规定提供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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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O时间的一项新选择，同时也是增加P外收入的管
道[15]。 以往来说，群=外包被用来描述一种商业模式。
随着网络的发展，这种方式将更多地被应用于教育资
源的供给。

早在 200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
篇文章就指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开放资源通过互联
网被分享到全世界各个地方，虽然教育资源在这些资
源中只占小部分，但H照这个趋势表明以后将会持续
增加[16]。2013 年，来自欧洲各地的五所大学：QR雷大
学（芬兰）、林肯大学（英国）、利耶S亚大学（拉脱维
亚）、维克大学（西班牙）和 HKU 0尔弗T姆大学（荷
兰），联合U请了V拉斯W密集型项目。该项目旨在制
定联合多学科的课程， 为学生和讲师创建合作机构。
他们主要运用社交媒体与云计算技术合作开发新的
课程模块和做法，通过打破校园的XY并创建开放虚
拟教室和学习环境，使得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可以一
起探索学习[17]。 对于高等教育提供者来说，学生的参
与程度是应该被优先考虑的部分。当学生深入了解课
程内容时，他们就会收获更多，随后将会开展更多的
研究(Russell-Bennett et al) [18]。 而微课和慕课的出现
Z好给学生完全参与到学习中提供了机会。这些在线
教育资源的出现，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明
显提高，学生必须通过认真的学习和完整的[习才能
掌握所学的知识点，完成课程作业。 这就避免了传统
课堂上教师在授课中容易忽略学生的主动参与性。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大前提下，以微课和慕课
为基础，如何打破传统的教育资源供给方式，并构建
一种新型教育资源供给模式，将是今后教育界需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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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ourse and MOOCs: Reform of Educational Supply Mode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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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ch as micro-course and moocs, is based
on three structural elements of supply side, namely technology, labor force and innovation, which is the raw
power to transform the supply mode of education. By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service supply and reforming supply modes in education
made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n with the help of structural reform ideas of supply-side and supply
modes between Wal-Mart and the airpor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slow
reform of education is that there is no structural change in supply side. It is possible to use micro-course
and moocs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supply mode and reconstruct the supply of existing courses.
As a result, schools and libraries become markets to provide courses, the teaching is uniformly outsourced
to individuals or enterprises with national certifications, and students become consumers of those courses.
Owing to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course markets, students can adapt to online learning
methods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sustainable supply of micro-course and mooc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educational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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