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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与慕课：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供给方式变革

聂竹明 1， 刘钊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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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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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以及对生产者的监督等； 后者则是指组织和管理
来自各个方面的要素， 把要素转换成教育服务的技术
过程。从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的社会领域来看，教育发展
不仅关涉教育本身， 而且对整个社会也影响至深。 18
世纪，教育服务供给模式问题就被古典经济学的创始
人亚当·斯密提出。他认为防止教师怠惰、引起学校良
性竞争的方法是让家长提供学校的一部分经费[2]。 经
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 20 世纪 50 年代阐述了教
育券理论[3]，该理论于 20世纪 80年代在美国实践。哈
耶克则认为教育服务的提供方式可以采用弗里德曼
的方案，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提出政府利用公
共经费帮助支出，学校起主导作用来组织和管理[4]。文
森特·奥斯特罗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深入研究了公
共服务提供与生产的区别，提出在“得到公共服务的
选择”中存在至少六种提供模式 [5]：（1）建立和经营自
己的生产单位；（2）与一个私人企业签约；（3）与另外
一个政府单位签约；（4） 从自己的生产单位或者其他
政府及私人生产者中得到服务；（5） 在确认得到授权
的服务者已经遵守的服务标准之后，允许消费者自由
选择私人零售商， 并从得到受权供给者那里得到服
务；（6） 允许消费者使用凭单从已授权的供给者处获
得服务[6]。萨瓦斯提出了合同、凭单制、补助、特许经营
自由市场、志愿服务、自我服务、政府服务、政府间协
议和政府出售这 10种公共服务和产品的制度安排[7]。

可见，教育供给链不是简单的单向输出，而是一
个拥有包括生产者（如教师）、消费者（如学生）、服务
机构（如学校）、教育相关者（如家长）、管理者（如政
府）节点构成的复杂系统。其主要特点包括：生产者的
产品提供依赖于消费者的需求； 管理者严格把关，制
定行业准入标准； 服务机构提供具体的管理和服务，
并且教育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供给必须带有公
共服务产品的性质。

（二）政府和市场：教育服务供给的两大主体
从经济学的视角审视教育服务的提供与生产的

制度安排，可以将教育供给看作公共物品由政府进行
供给。 公共物品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原
理，也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
服务市场化的基础理论。公共物品的特点是具有非排
他性和非竞争性。根据公共物品本身的特征及自身所
具有的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被划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
公共物品[8]。纯公共物品，是指通常不具备竞争性或排
他性, 一旦生产出来就不能把某些人排除在外的商
品。 从教育层面来看，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可以被看作
纯公共物品， 每个公民都有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

利。 与纯公共物品不同的地方在于，准公共物品的某
些性质发生了变化。一类准公共物品局限在特定的消
费区域中，它的使用和受益的范围是有限的，如地方
性特色公共物品供给（并不一定具有排他性）；另外一
类准公共物品是提供给所有人公用的，个人没有权利
阻止或者排除他人的使用。然而，出于私益，它在消费
上却可能存在着竞争[9]。 高中及高等教育就可以被看
作准公共物品。

近年来， 新公共管理作为西方国家政府体制改革
的理论基础，对制度改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10]。
该理论对改进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实现公共服务供给
主体多元化的理论主张和制度设计都作出了阐述。概
括来说，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强调了公共服务供给
主体的多元化，并改进公共服务提供的体制。所以，我
国教育供给方式的方向是建立在多元主体并存基础
上的教育供给体制[11]。 这里的多元主体主要包括政府
和市场。通过政府的宏观引导与调控，结合市场需求，
对消费者的消费观进行分析，通过引入上文提到的合
同、补助、凭单制、特许经营自由市场等方式，逐步打
破传统的教育供给方式，为新体制下的教育供给方式
提供有效途径。

相比较而言，管理学相关理论为教育服务供给带
来更多思路，将能够有效地将理论的思考与实践探索
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教育服务的充分供给。 基
本的取向是， 强调将教育服务的提供与生产分离开
来。至于如何分离，则有不同的取向。有人主张加深政
府与私人的教育合作， 私人主要生产并提供教育产
品，这是一种合作主义的立场；有人则致力于公共治
理范式的转换，认为在市场交易和政府直接生产这两
种制度之间存在一个连续制度安排的谱系，突出教育
服务提供———生产制度安排的多样性，认为教育服务
的提供与生产是一个连续的制度安排，并以“成本衡
量、公平、责任、适应性”作为制度安排的绩效标准。但
是也应该看到，现有的教育供给模式研究，多将教育
视为一种相同的公共物品属性而未就教育的具体类
别加以区别对待，同时将教育供给放在均质的社会背
景下，由此存在两方面不足。 一是没有在教育的类别
与供给之间建立起应有的逻辑关系；二是有关教育服
务供给机制没有打破传统的行政供给观念，着重于建
立纵向的教育提供与生产关系，没有充分发挥区域间
横向的教育服务供给作用。

（三）单一到多元：教育服务供给的发展趋势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周时的学校有“国学”和“乡

学”两种：国学专门针对大奴隶主贵族子弟；乡学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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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各地，供一般奴隶主贵族子弟入学学习。 我国最
早的教育就是完全被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形成了“学
在官府”的局面，劳动人民根本得不到受学校教育的
机会[12]。 当时的教育供给方式是比较单一的，“国学”
和“乡学”可以被看作政府所提供的服务。随着奴隶制
被封建制社会慢慢取代，教育供给的形式也逐渐发生
变化。 到了近代，西方传教士开办了最早的学校———
马利逊学堂。教育供给方式由单一的政府服务发展为
多样的学校教育和志愿服务等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
教育供给方式更加多元化，其中政府特许的自由市场
慢慢崛起，各类私营教育机构纷纷兴起。如今，信息技
术的发展促进了全球教育事业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出
现，使得教育供给方式扩展到不只依赖于政府和学校
所提供的教育， 通过网络也可以获取丰富的教育资
源。 可以说，信息技术奠定了当今社会的教育供给方
式多样性的基础。

二、从语言到现代通信技术：
信息技术不断变革教育服务供给

信息技术的发展变革经历了语言、文字、印刷术、
电报与电话、计算机与现代通信技术等五个时期。 作
为教育供给的载体，在不同时期形成的教育方式也不
尽相同。 语言是一种比表情、叫声等更便捷的信息载
体，通过应用语言将知识口口相传，人类文明得以延
续；而文字的出现，恰好说明教育需求发生了变化，人
们希望知识可以被长期保留， 因此文字应运而生；宋
代印刷术的出现促进了教育供给方式再一次变革，进
一步完善了存储和交流信息的方法，使知识可以批量
化传播，教育者和学习者可以不再面对面进行知识的
传递，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教育的局限性，学者们希
望自己的理论能传诸后世而纷纷开始“著书言志”“修
身立说”，形成了新的“教育供给关系”；19 世纪，电报
与电话出现，信息传播速度、传输效率极大提高，各国
建立广播大学对公民知识传播和科普教育，以提高全
民素质； 而在 1937 年出现的第一台电脑以及随后的
网络发展更是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学习方式。先
进的教育供给方式不仅使得学习效率大大提高，学习
者的学习兴趣也被激发。 在富媒体信息技术环境下，
学习相比于早期语言、文字、印刷术和电报电话时代
更加便捷，特别是在线教育资源，为学习者获取知识
提供了丰富的渠道。

总的来说，技术的革新是由于人们对事物需求的
变化而产生的，那么当今的教育供给方式与人们的需
求相匹配吗？ 清华大学前校长陈吉宁表示：在线教育

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信息传递方式和学习方式，这场变
革将为全球教育带来质的改变和创新。这场教育革命
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与革命，更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
挑战，对教育体制、教学方式、培养流程等方面的创新
与革命。 教育服务的供给也自然会产生深刻变化[11]。

从 19 世纪开始，“公司” 逐渐成了基本的经济主
体。 21 世纪的今天，“平台+个人”这一结构已经开始
慢慢有了取代“公司+雇员”这一基本结构的趋势。 互
联网为大规模的跨越企业边界的协作奠定了基础。以
现在流行的产品外包来讲，现在大量公司将产品制作
过程的某一环节外包给第三方，这种做法不仅缩短了
产品制作周期，而且提高了产品最终的质量。 例如电
影《大鱼海棠》，它就是一部典型的产品外包模式下形
成的产物。 整部电影故事主题由制片方负责，电影中
的配乐外包给了日本， 某些画面的制作外包给了韩
国。 我们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也感
受到了市场经济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对于传统教育的
改革，我们也必须加快进程。 有没有一种教育供给方
式可以依照这些理论与实践依据对教育进行改革呢？
李明华提到基于课程认证的课程市场可以替代大学
的课程，他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边界理论和信息
经济学理论预测了课程市场的出现[13]。

三、微课与慕课：
新技术引发教育服务供给新方式

Beaven Tita 认为， 对于在线教育资源供给而言，
群众外包可能是相对而言唯一可行的、 经济实惠的解
决方案。 例如，创建在线社区，超越语言障碍的教育内
容已经得到了需要多种语言的潜在用户支持，但是，在
质量保证方面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14]。 群众
外包（Crowdsourcing）一词是由 Jeff Howe 于 2006 年
提出，它的理念是将一些需要仰赖人力完成的工作透
过特定的平台， 外包给网络上不特定的一群志愿者，
处理的内容通常是较琐碎、需要大量人力且电脑程序
难以取代的工作。 而大致上的做法，是由委托工作者
将原本性质单纯、工作量庞大并且耗时的任务，切割
成相对细小琐碎的工作，以按件计酬的方式，直接在
网络上号召大量有意愿的群众参与。由于外包平台上
的参与群众多半不具特定专业背景，且多半是利用平
时闲暇之余参与外包工作以索取低廉的酬劳。对于雇
主而言，相较于雇请专人处理的传统做法，利用群众
外包的多工方式不仅成本低廉， 更提升了处理速度，
同时，仍可得到与传统做法相当的工作品质。 而对于
群众外包的工作者来说，此平台不仅成了使用网络并

21



电化教育研究

消磨时间的一项新选择，同时也是增加额外收入的管
道[15]。 以往来说，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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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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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佩雷大
学（芬兰）、林肯大学（英国）、利耶帕亚大学（拉脱维
亚）、维克大学（西班牙）和 HKU 希尔弗瑟姆大学（荷
兰），联合申请了伊拉斯谟密集型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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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破校园的墙壁并创建开放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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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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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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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研究的内容。 本质上来说，教育资源供给的落脚点
在供给方式上。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分析两个案例来进
一步深化产品外包带来的功效及启示。

（一）“营采分离”：沃尔玛商业运作模式对教育供
给的启示

作为美国零售业的传奇人物山姆·沃尔顿先生，于
1962年在阿肯色州创立了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 现如
今，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沃尔玛公司已经成为美国最
大的私人雇主和世界上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 1950
年，山姆·沃尔顿开设了第一家特价商店，之后，他以
“Wal-Mart”为名在阿肯色州拉杰斯市开办了第一家沃
尔玛平价商店，在以后的五十多年里，他成功地将沃尔
玛开办到了全世界，并成为最成功的连锁零售企业。沃
尔玛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在于它的供应链一体化运作模
式， 沃尔玛通过 EDI 电子数据交换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电子数据交换） 系统将 POS （Point Of

Sale，销售终端）数据传输给供应方，这样做的目的是
为了使得双方实现信息共享，进而进行预测；商品进
货和库管由供应方负责，生产厂商管理和控制流通库
存；沃尔玛方只要提供所需货物的名称与总量，供应
方就会自己负责供应与配送工作[19]。 其实，这是一种
典型的产品外包模式，沃尔玛提供了各类商品的销售
场所，它不负责生产商品，只负责管理和销售商品。而
商品的制造及配送实质上是外包给了各类商品制造
公司或者个人。 也就是说，沃尔玛最终需要的是优质
的商品，而不负责商品的生产过程，如图 1 所示。这种
模式大大降低了从生产到售出的循环周期，并且为社
会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

图 1 沃尔玛商业运作模式

我们都知道， 零售行业竞争主要表现为品种、时
间、服务，沃尔玛利用独创的供应链运作使得这三点
的完善度都高于其他的企业。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曾
经说过，如果全球的 IT 企业只剩下三家，那一定是微
软、Intel和戴尔，如果只剩下两家，将只有戴尔和沃尔
玛。 一个品牌越是能够和消费者形成良好的沟通，就
越是能够得到消费者的认同。 正是由于深知这一点，
沃尔玛才能发展成为零售业的龙头。

沃尔玛公司对商品的供应、存放、销售、服务等运
作模式，对信息时代下的教育供给方式变革有深远的
启示。沃尔玛的运营模式是采取采购与营运分离的做
法，对教育供给而言，在互联网时代下也可以采取这
种“营采分离”的模式，构建信息时代下的课程市场。
利用信息技术将知识转化为数字化资源，用户自由选
择感兴趣的产品进行学习。采用这种方式不仅仅使教
育资源的供给范围大大扩张，而且可以促进各教育职
能部门的高效与专一。

（二）“宏观调控”：飞机场运作模式对教育供给的
启示

机场较正式的名称是航空站，我们一般称为飞机
场或机场。 机场根据跑道的大小、塔台、停机坪、航空
客运站、维修厂等设施分为大小机场。 机场通常提供
机场管制服务、空中交通管制等其他服务。 最早的飞
机起降地点是圆形草坪，飞机可以在顺着有利的风向
来进行起降，周围会有一个风向仪以及机库。 世界上
大多数的机场是由国家、地区或当地政府所有，然后
交由私人机构监管整个运作，这种由政府所有、外包
管理的模式是世界大多数民用机场的标准管理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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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飞机场的运作模式跟沃尔玛的运作模式异曲同
工，飞机场本身不提供飞机制造技术，它是各大航空
公司的飞机停靠站， 将航线外包给各大航空公司，由
他们来设计航线。乘客通过各类电子商务平台与航空
公司取得联系，购买机票，最后到达机场乘坐飞机；各
大航空公司与各地飞机场沟通规定航线， 提高效益。
在整个过程中，机场运作模式与沃尔玛运作模式的不
同之处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相比于沃尔玛这种零售
商品类的经济类供给模式，机场的运作模式属于管理
类的供给模式，所以更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而达
到最优的运作方式，如图 2所示。

图 2 飞机场运作模式

飞机场的这种有序的运作模式，很大程度上分散
了工作量，使得各个航线在庞大的总量和客流量的压
力面前，依旧能够稳步地运行。同时，它的这种模式与
消费者形成了良好的沟通， 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需
求，结合各大航空公司提供的航班来进行选择。 也就
是说，消费者会“货比三家”，最终确定所需。

我们可以借鉴沃尔玛商业运作模式与飞机场运
作模式相结合的方式来对互联网体系下的教育供给
进行改革。 学校、图书馆或博物馆等将变成提供课程
市场的场所，原来在学校中上班的教师将根据自身的
选择转变成个体，课程的设计、教学资源的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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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过程也
就是：学校由政府帮助提供教学场所、教学实验用具
等必备物品；课程的外包者，或者是教师，或者是专
家， 又或者是某企业将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教学场
所，如果选择在学校内进行教学活动，需要提供一定
的经费，如果选择其他地方，则自己负责；学生则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课程，可以从教师本身的
能力、学习课程所花费的金钱以及学校提供设施的口
碑等方面进行选择。 当学生也就是消费者完成选择

后，就可以安心地进行知识的学习了。 这种教育供给
模式所依托的教育场所不限定于学校等既定的教育
场所，因为这种模式的核心是课程，其他的学分认证
制度、课程学习制度、教师认证制度等都必须建立在
课程这一核心的基础上。以上我们所说的是针对面授
类课程，那么对于远程教育来说，微课与慕课将成为
这种模式下的中流砥柱，而且这个过程中，大大地减
少了教育场所这一环节中产生的费用，因为远程教育
的教育场所是基于互联网的。 例如，一个来自青海的
学生想要学习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某两位教育工作者
提供的两门不同的网络课程，而这两位教师所挂靠的
机构/学校不是同一家。 那么他只需要分别联系教授
这两门课程的教师， 不需要同时支付给两家机构费
用， 而由出售这两门课程的教师进行排课交流等工
作。 根据这种教育供给方式，课程的质量和数量都将
会大大提高。依靠学校市场+在线市场这种方式，可以
构建一个灵活的、个性化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
供给模式和多种多样的教育供给方式。

教育的模式一定不是一成不变的，教育跟其他行
业一样，需要适应新形势、新发展下的节奏。改变传统
教育供给方式，打破固化的教育供给体系，是教育领
域亟须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提出了“构建网络化、数字
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
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的要求，表达了我国
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坚定决心， 是推进教育信息化、构
建现代化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保障。 要
实现这个“四化三学”与学习型社会，必须改革教育供
给方式。新的教育供给方式一定会对传统教育供给方
式产生巨大的冲击。当前比较明显的是随着慕课的出
现，撼动了一些社会教育机构的地位。 但是，这仅仅
是它的市场潜力的零头。 未来，我们所预期的将是全
新的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的出现，“教师办学”将
是我们的目标，课程市场将遍布在全国的各个角落。
我们所实现的是让每个人都不会因为距离或者时间
的原因不能学习，让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兴趣发展
选择自己的课程，让每个人都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
会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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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ourse and MOOCs: Reform of Educational Supply Mode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IE Zhuming1, LIU Zhaoying2

(1.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2.Office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kment of Informationization, Anhui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College, Hefei Anhui 23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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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