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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自 2001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国际社会宣布推行开放课件后，“开

放教育资源”（OER）的理念及其实践教育活动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示范带动下，也借力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休利特基

金会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推介与支持，越来越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及教

育组织创建了 OER 项目，在全世界范围内免费公开自己的教学资源。

2011 年，开放教育资源发展十年迎来质性飞跃。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MOOCs）以“数字海啸”之势席卷全球教育界。MOOCs 秉承 OER 开

放共享的理念，实现了高校教学过程的网络化。它不再局限于展示静态

优质资源，更向社会开放名师，为学习者提供完整的学习体验。MOOCs

是新的技术背景下，OER 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其风起云涌之势，将

为现行高等教育体制带来巨大影响。 

在国内研究者对开放教育资源理念及欧美典型项目介绍与评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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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开放教育资源特别是国际组织以及亚洲国家又有哪些新进展？这

些进展带给我国 OER 发展怎样的启示？OER 在我国的本土发展如何？

也即在开放教育资源认识及知识分享文化对 OER 深入发展产生重要影

响下，我国大学及其教师对 OER 的认识水平和参与状况如何？开放教

育资源在国内经历了怎样的时空传播历程？免费共享的 OER 项目如何

保持其可持续发展？MOOCs 风潮下国内开放资源的新进展如何？以上

是课题关注的主要研究问题。本研究旨在从国际视角以及本土实践关注

开放教育资源理念传播、教育实践及其发展，为我国大学更深层次地参

与这场影响深远的“人类知识自由共享”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提供思考与

借鉴。研究将有助于实现开放教育资源的目标追求：采用先进的教育手

段，传输高质量的教学内容，促进能力的开发，扩大教育的规模。 

课题研究聚焦两方面内容，开放教育资源国际观察与开放教育资源

本土实践。具体包括：（1）国际开放教育资源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2）

亚洲开放教育资源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3）我国开放教育资源使用现

状与发展历程；（4）国内 MOOCs 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模式。 

（二）研究方法 

课题的研究方法包括： 

（1）比较研究：课题组通过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远程开放

教育协会（ICDE）等国际组织为促进开放教育资源运动所采取的一系

列行动，以及亚洲国家推进开放教育资源的教育实践，探寻开放教育资

源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并基于国际观察，提出我国发展开放教育资

源的政策建议。 

（2）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是国外 OER 研究中常见的方法，相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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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文献以某大学 OER 项目案例的形式呈现出来。MOOCs 出现后，

OER 更是以独立开发的在线平台或课程呈现。课题组使用案例研究方

法，深度解剖了有代表性的国内外大学 OER 项目和 MOOCs 平台与课

程，为 OER 和 MOOCs 深入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3）问卷调查：国际组织分析 OER 发展状况，多采用问卷调查法。

课题组委托中国开放教育资源协会针对其成员大学及其教师发放和回

收问卷，通过问卷分析获得我国大学及其教师群体对 OER 的认识水平

和参与状况。 

（4）文献计量：课题组采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对知网中搜集的

OER 相关主题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呈现开放教

育资源在国内的传播和扩散路径，描绘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历程。 

（5）参与 MOOCs 实践：课题负责人作为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育教

学改革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参与组织了教育教学改革专业委员会

“MOOCs 共同体”的创建与建设。获得一手实践经验的同时，促进了研

究与工作之间的交流与转化。 

二、研究结论与对策 

课题得出的主要结论和对策有： 

（1）通过 OER 国际观察与亚洲分析，得出国际组织以及亚洲国家

都在为推进开放教育资源采取积极的行动。OER 体现了教育体系的开

放，它使知识成为公共的财富。开放教育资源将架起正规教育与非正规

教育互通的桥梁，在终身学习中，开放教育资源将成为促进人员发展，

构建知识社会的最有力的工具，它将使学习者能够真正体验开放灵活的

学习环境，并不断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域外 OER 对我国的启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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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R 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各级政府和院校的政策支持，特别是要形成在

经费保障、人员培训等重要环节上的政策支持；版权知识的普及需要政

府引起重视，相关部门可提供网络化法律知识普及，进一步增强使用者

的版权意识，以逐步消除版权纠纷和争端，使开发、应用 OER 健康发

展；积极发展和培育创建 OER 的能力，并不断探索、实践、发展具有

本国特色的优质教育资源；开放教育资源需要一种长久且稳定的资金来

源与运作机制，由此形成良性的循环，OER 的发展应是一种可持续的

发展模式；OER 未来的发展与质量相关，要建立质量保证的体系，不

仅从开发者的角度，同时也为了使用者的利益，大众需要的是高质量的

教育资源。 

（2）通过委托中国开放教育资源协会针对其成员大学及其教师发放

问卷，分析国内开放教育资源的使用与发展现状，给出了国内大学与教

师对 OER 的认识，发表、使用 OER 的情况，大学对 OER 的政策，以

及大学与教师对于 OER 版权问题的认识和看法。调查结果为 OER 在

国内的深入发展提供指引：需要加强大学与教师对于 OER 的认识；需

要更多地了解与普及 OER 知识产权与相关法律知识；OER 提供者应使

数字资源符合一定的质量标准；需要提供外在的激励机制给大学或者教

师；应简化使用者使用 OER 资源的程序与步骤；需要提供培训以帮助

认识 OER、版权许可证授权以及获得使用 OER 的相关技术。 

（3）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呈现了 OER 在国内的时空扩散历程。对已

发表的开放教育资源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获取开放教育资源在教育

科研机构发展的基本数据，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立体地勾画出开放教育

资源在我国的扩散轨迹，并在此数据基础上分析各阶段/各区域开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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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运动发展的主要形式与特点。概括而言，OER 的传播与扩散经历

了大致三个时期：2001 至 2002 年的初步传播阶段，2003 至 2010 年

的广度传播阶段以及 2011 年至今的深度渗透阶段。而 OER 扩散的速

度与程度与政府的政策导向、地区经济与教育科研状况、以及地区互联

网应用情况产生关联。 

（4）通过对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登陆 iTunes U 以及北京大学

Coursera 课程《数据结构与算法》进行案例分析，报告了国内大学 OER

项目以及 MOOCs 课程的开展情况。2010 年 8 月北京电大与苹果公司

合作，上线 iTunes U，面向全球发布中文教育资源。北京电大是 iTunes 

U 当时仅有的少数几所中国高校之一。研究分析了北京电大 iTunes U

项目的动机、上线资源及其质量、项目的成本与收益、以及项目的可持

续性。课题组以北京大学 Coursera 课程《数据结构与算法》为例，进

行了 2 项研究。其一分析了课程在课程资源设计、在线教学组织、师生

交互、成果评价、证书获取等方面的特点，根据实际数据细致剖析了学

习者参与情况，并对 MOOCs 在国内的发展提出思考。其二从 MOOC

在线论坛使用的角度详细分析课程的开展，从时间维度研究在线讨论的

数量变化及内容变化。以是否发言为依据将论坛使用者分为显性使用者

及隐性使用者，分别分析不同学习阶段，显性学习者发布的主题帖、回

复贴以及隐性学习者论坛浏览量的数量变化，从而得出课程在线论坛讨

论的活跃程度；通过分析所发布主题帖的内容，研究各阶段学习者实时

的学习困难及讨论关注点的变化。研究建议教学者、学习者应加强利用

这个平台，在使用频率和使用效果方面提升论坛使用的质量，让 MOOCs

在线论坛真正成为友好的互助学习环境，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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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解读杨百翰大学自主学习项目可持续模式报告以及收集国

内大学开放教育资源项目相关案例，揭示与讨论了我国大学 OER 项目

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杨百翰大学自主学习项目可持续模式报告，是目前

为数不多的能够提供实证数据支持的 OER 项目可持续性研究。该报告

详细计算了该校在远程学习项目中同时提供开放资源时发生的成本与

取得的收益，研究结果显示，远程学习项目转向开放共享模式后在财政

上是可以实现自给的，即能够免费提供公共知识产品，同时又能够产生

新的收入以满足其运行所需的资金要求。该项研究成果对远程大学实施

OER 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国内大学 OER 项目调查显示，大学

OER 各有特色，其实施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项目的可持续运转机

制设计。在应用 OER“开放、共享”理念的教育实践中，国内大学将自身

特点与本土特征相结合创新了 OER 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6）通过回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MOOCs 实践与研究，记述与分

析了课题负责人参与组织的独立成人高校领域的 MOOCs 实践探索。

2013 年底，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育教学改革专业委员会以会员单位为

基础发起组建“MOOCs 共同体”。“MOOCs 共同体”联合清华大学以及北

京、上海、天津三地多所成人高校，共建独立成人高校优质课程共享平

台。经过近一年的筹备，2014 年 11 月 14 日，教育教学改革专业委员

会对外宣布“MOOCs 共同体”首批建设课程上线并开出首门课程。研究

回顾了“MOOCs 共同体”的建设历程，分析了“MOOCs 共同体”建设中面

临的核心问题与难点，并提出“MOOCs 共同体”发展展望。课题组通过

采访“MOOCs 共同体”首门上线课程教师，记录了成人高校教师学习建

设 MOOC 的经历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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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开放教育资源 15 年发展的轨迹，基于 OER 国际观察与本土实

践，经历从研究者对 OER 理念的概念化输入与理解到成为开放资源实

践者和参与者进一步领会 OER 的实践精髓，课题组进一步修订了由保

罗.斯泰塞提出的 5 维度 OER 模式，如图。图中描绘了开放教育资源的

结构要素及其重要决策点。开放教育资源涉及政策、立法、可持续性、

技术以及教学社会文化 5 个方面。政策层面，国际组织向决策者和学术

人员推广 OER，国家（政府机构）鼓励/责成院校创建 OER，院校激励

教师创建/应用 OER，并通过认定学分提供学生和公众学习动力。立法

层面，需要促进版权/知识产权/许可国际协议的达成，并为院校提供政

策指南。可持续性层面，需要明确 OER 向谁开放/为什么开放，投入/

筹资，争取财政支持，鼓励公立/私立机构的合作及其它商业模式。技术

层面，发展国家技术基础设施，确保 OER 可获得，OER 具有资源库特

质，确定 OER 国际与国家标准。教学社会文化层面，OER 改变了学生

与教师的传统涵义，专业领域教师形成同行社区交流深化，院校由单一

向联盟/共同体发展，知识领域从封闭走向开放，教学质量能见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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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开放教育资源的结构要素及其重要决策点 

（基于保罗.斯泰塞 5 维度 OER 模式修订而成） 

 

三、成果及影响 

（一）成果 

（1）专著 

《开放教育资源的国际视野——域外观察与本土实践》，中央广播电

视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 月。 

 （2）论文 

[1]李莹,杨敏. 开放教育资源在内地教育科研机构的时空扩散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2013,09:82-88. （CSSCI）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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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 

专业同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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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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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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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莹,丁唯佳,赵莹. 大学开放教育资源项目能否实现资金的自给

自足——来自美国杨百翰大学自主学习项目的案例报告[J]. 现代远程

教育研究,2014,03:32-38. （CSSCI） 

[3]李莹,丁霞. 回顾与展望:开放教育资源在亚洲地区的发展[J]. 教

育学术月刊,2014,08:13-20+70. （核心） 

[4]李莹. 我国大学开放教育资源项目的实践及其发展[J]. 教育学术

月刊,2015,07:64-70.（核心） 

[5]李莹. 我国成人高校“MOOCs 共同体”建设行动及推进方向[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5,04:88-95. （CSSCI） 

[6]李莹,杨敏. 开放教育资源的持续发展——以 MOOC 课程《数据

结构与算法》为例[J]. 职教论坛,2015,24:59-64. （核心） 

[7]任心燕,李静,李莹. 成人高校教师访谈:如何学习建设 MOOCs 课

程[J]. 高等继续教育学报,2015,04:23-27. 

 

（二）影响 

（1）论文“回顾与展望:开放教育资源在亚洲地区的发展”被人大复印

报刊资料《成人教育学刊》全文转载，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 

（2）本课题承担单位是一所面向成人开展高等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

育的远程大学。开放教育资源在国内的发展以教育部组织的国家精品开

放课程建设与共享项目以及国内顶尖高校的 MOOCs 项目为引领，对于

成教领域远程大学的教育实践却较少关注。本课题研究兼顾国内 OER

面上发展的同时，更有意识地关注与反映成教与远程大学生境下所发生

的 OER 实践。这是本课题所呈现的研究特色，也是本研究对于国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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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教育资源研究领域所做出的特别贡献。 

（3）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的研究成果陆续在重要期刊和学术会议

上发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除公开发表论文，课题的部分成果先

后应邀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AAOU）年会，ICT 教与学国际会议年会，

马来西亚宏愿开放大学、香港公开大学等召开的亚洲开放教育资源研讨

会上宣读；有些研究成果成为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开展开放教育资源国

际研究与合作的工作基础。 

四、改进与完善 

本课题以国际视野分析了开放教育资源在国际组织推动下所取得的

进展，并使用问卷调查与案例研究等方法深入研究了开放教育资源在我

国的本土化发展。考虑到开放教育资源涉及全球化、信息技术与教育国

际化等诸多方面，影响因素众多，关系复杂，开放教育资源未来研究之

路依旧广阔且深远。在本研究的后续工作中，研究者将依托所在成人远

程院校，继续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持续开展成人高校领域 MOOCs 实践探索研究 

 “MOOCs 共同体”是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多所成人高校联合清华

大学，依托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育教学改革专业委员建设成立的独立成

人高校优质课程共享平台。本课题对该共同体及其运行初步进行了分

析，共同体在其发展中依旧面临难题与挑战，这些难题与挑战与国际开

放教育资源发展所遭遇的瓶颈具有相似性。本研究将持续开展对该共同

体的跟踪研究，并及时总结项目发展中的实践与创新，以促进我国开放

教育资源共享实践深入发展。 

（二）持续跟踪成人与远程教育领域开放教育资源实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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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与远程教育院校目前已有了较有影响的开放教育资源项目，本

课题对这些项目进行了案例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的初步分析。所有开放教

育资源项目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其可持续发展如何，在本课题的研究时限

内，这些项目尚可维持运行，未来，这些项目命运又将如何，研究者将

继续跟踪，从成人与远程教育领域深切关注我国开放教育资源发展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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