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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环境下教育信息化资源共享探析

罗桂琼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信息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０７）

摘　要：本文在分析云计算环境下教育信息化资源共享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国内教育信息化资源共建共享中存在的问题，
对教育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行探讨，为国内教育信息化资源共建共享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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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云计算技术的

兴起、并进入大规模应用后，即有研究指出，云计算

必将给教育模式和方法的改变带来了革命性的影

响。教育信息化资源共建共享已经成为当今教育发

展的必然趋势。在信息资源共享中，怎样才能够更

好地利用这些信息，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共享

的资源系统，即已成为当前学界和众多学校高度关

注的焦点课题。

本文探讨国内外教育信息化资源共建共享的成

功经验和发展关键因素，在云计算技术、校园数字化

建设日趋成熟的大环境下，趁着教育信息化２．０的
东风，加快构建与高校现有课堂教学相补充相融合

的教育信息化资源，促进共享优质资源，引领教育变

革新时代。对此拟展开研究论述如下。

１　教育信息化资源共享研究现状

１．１　国外教育信息化资源共享研究现状
国外教育信息资源共享，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开始的，最初是建立于大学城中，继而逐渐在英国、

法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中流行起来［１］。

西方大学共享资源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后已

经十分成熟。例如牛津大学城中一共有超过一百座

图书馆和博物馆，而学生们只需要一张借书卡就可

以在所有的图书馆中借阅书籍，这是传统的资源共

享的实例。此外，这些共享资源在大学城里对教师、

学生和社区内的居民都免费开放。这样的共享机

制，方便大家便利地获得共享资源，使学校和社区之

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美国是全世界最早建立图书馆联盟国家之一，

美国的大学城还成立了图书馆联盟机制，各个大学

签署协定，建立了学分互认机制，互相承认在对方学

校取得的学分。

美国网络十分发达，网络教育资源也相当丰富，

国家、学校、组织和个人等都为网络教育资源的建设

贡献力量。美国大型资源共享中心详见表１。
由表１看出，美国政府、高校和各种机构组织都

为网络资源的建设和推广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研究

力量，学习者通过搜索即可获得这些资源，让资源共

享成为了现实。麻省理工大学建立的 ＯＣＷ工程，
是一个学校主动为社会提供教学资源的范例。而

ＮＴＵ则是在世界范围内践行远程教育的典范，其所
有的课程都是由美国其它高校提供的，在这所学校



中没有教师［２］。ＮＴＵ还能为学生提供工程硕士教
育，每个学期的期末，学校都会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

向所有的学生和老师发出评价表，再根据反馈的结

果进行课程总结并进行课程的优化设计。

表１　美国大型共享资源中心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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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源中心 支持部门 中心特色

１ 美国教育资源

信 息 中 心

ＥＲＩＣ

教育部、教育科学

院和教育国家图书

馆

资料异常丰富，有相

关配套设施的建设，

例如高效的搜索引

擎，提供专家咨询服

务等

２ 联邦优质教育

资源ＦＲＥＥ
五十多家联邦政府

机构联合设立

为教师和学生以及社

会各界其它人提供优

质的教学资源

３ 俄亥俄图书馆

和信息 网络

ＯｈｉｏＬＩＮＫ

俄亥俄图书馆 为美国的老师和学生

提供大量的学习资源

４ 教育资源中心

项目ＣＥＲＥＳ
美国国家航空和宇

宙航行局（ＮＡＳＡ）
提供大量的课程资

料，大量的学习资源

５ 麻省理工学院

网络开放工程

ＯＣＷ

麻省理工学院 提供大量的开放学习

资源

６ 教 育 资 源

ＮＴＵ
多家院校联合 为全世界学习者提供

远程教育教学资源

　　加拿大建立了一个共享学习库，只要是加拿大
地区的人，就可以利用该共享资源库中的资源学习。

澳大利亚建立的ＥｄＮＡ是一个以培训和教育为
主的远程社区网络和交流平台，为学生提供学校教

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和学习交

流［３］。这是把教育资源提供给所有人，从而帮助提

高整体国民的素质。

１．２　中国教育信息化资源共建共享现状
中国现在的教育信息化资源共建共享正处于发

展阶段，各个工程项目则在逐步完善之中［４］，其主

要形式见表２。
表２中，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ＣＮＫＩ）包括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

数据库等在内的多个源数据库及中国基础教育知识

仓库、中国期刊“世纪光盘”工程项目等多个知识仓

库［５］。

国内教育信息资源共享建设，始于２００７年以来
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为了应对扩招带来的教学资源

不足的问题，大学城内的各个大学也陆续开启了寻

求合作进程，在某些方面进行了资源共享，但是资源

共享的程度、资源质量、相关制度等还未完全建立起

来。

广州的１０余所大学组建成为中国最大的大学
城，并在大学城内建立了部分资源共享的教育云，极

大地方便了学生，节省了教学投资。但是，这个大学

城依然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各校的图书管只对本校

学生开放，课程互选和学分互认依然不能完全实现。

尤其是各校还存在着互相竞争的关系，各高校的科

研基地、特色课程、重点学科等都不对外开放，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学生综合全面素质的培养与提

高。

表２　中国教育信息化资源共建共享的４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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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形式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资源形式

１ 大型教育数据

资源库和网络

资源建设工程

项目

中国知识基础

设 施 工 程

（ＣＮＫＩ）

国家投资 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中国基

础教育知识仓

库等

中国数字图书

馆工程

全 国 ３５
家加盟图

书馆

大型优质中文

信息资源库群

新世纪网络课

程建设工程

国家投资 网络课程、教

学案例库和课

程平台

２ 国家建设的远

程教育系统

中国广播电视

大学系统

国家投资 丰富的远程教

育资源

３ 本地同类型院

校在项目或政

府的推动下实

现资源共建共

享

远程教育项目 西 安 交

大、上海

交大、浙

大

丰富的教育资

源

资源共享建设

项目

华南师范

大学为首

丰富的教育资

源

４ 院校主动提供

资源和（或）

主动争取与其

它院校实现资

源共享

广州大学城项

目

广州大学

城 １０余
所大学

丰富的教育资

源

２　教育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分析

２．１　组织主体多元化
国外的教育信息资源共建系统的组织主体呈现

多元化，包括政府机关、行业协会，或高校和高校之

间也可以联合形成建设主体。上文提到过的 ＥＲＩＣ
和ＦＲＥＥ就是以政府为主体而建成的信息共享系
统。以高校联合为主体建成的信息共享系统有上文

中提到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建立的ＯＣＷ，还有ＮＴＵ
远程教育系统，另外，澳大利亚、日本等一些国家中

都建立有这样的系统。以专业协会为主体的教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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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共享系统有澳大利亚的 ＥｄＮＡ，还有 ＦＬＡＧ、
ＭＣＦＦＴＹＡ等。
２．２　经费来源多样化

国外的教育信息资源共享在建设时所用经费大

多来源于政府，在对国外相关机构进行调研后也证

明，政府出资建设的占绝大多数。以加拿大的

ＥｄｕＳｏｕｒｃｅ项目为例，该项目中有两千五百万的资金
是由加拿大政府出资建筑的。另外，美国的 ＣＥＲＥＳ
是由美国航天局出资，而ＯｈｉｏＬＩＮＫ则是美国州政府
拨款维持基本运行的。ＦＲＥＥ虽然是由各个结构、
组织和个人共同建立的，但是其经费来源同样来自

政府。

网络资源共享机制的建立并不是某个单位或个

人的事，也不完全是政府负责的，因为资源共享的建

立对整个行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影响，起着

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所有人都应该为此做出积

极努力，也可以借鉴国外已有的这种运营模式。

２．３　由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资源共建共享项目的建立需要强大的技术支

持，而国外的技术公司可以为项目的建设提供大量

的技术支持，其中公司为其提供技术支持是主要的

形式。例如美国国家技术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另外

ＮＴＵ远程教育技术是由 ＩＢＭ、Ｍｏｔｏｒｏｌａ和 Ｈｅｗｌｅｔｔ－
Ｐａｃｋａｒｄ公司联合为其提供的，ＮＴＵ中培训的大量
学员都是这些公司的员工；澳大利亚建立的 ＥｄＮＡ
在线项目由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ｕ公司提供开发、运行和维
护等技术支持；ＯｈｉｏＬＩＮＫ则由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公
司提供软件开发维护等技术支持。

总体而言，公司的管理机制比政府机关要灵活，

提供的技术支持也更为全面。因此在进行资源共建

时，政府应该鼓励公司的参与，通过给予一定的优惠

政策，在资源共建共享项目中发挥公司的积极性。

但是相关方面在寻求公司的技术合作时，应该对公

司的技术能力、管理、资金等进行严格的调查，首选

技术优良的合作伙伴来提供更加可靠、稳定的技术

支持，以确保工程建设的质量。

２．４　资源共建共享有免费型和付费型［６］

国外的网络资源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学习者通

过网络随时可以获取大量的免费资源，例如 ＦＲＥＥ
所提供的课程和主题活动等都可以供美国的所有学

生和老师使用；ＣＥＲＥＳ主要为使用者提供航空航天
类的资源；ＥｄＮＡ则是为加拿大人提供免费资源，尤
其专门为残疾人提供了大量的学习资源。该项目的

管理公司是一个非盈利的公司，因此所提供的资源

都是免费使用的；ＯＣＷ也是一个免费资源共享工
程，该网站中主要为使用者提供 ＭＩＴ相关的课程和
资料。当然，也有一些项目是需要付费的，但这些付

费项目所占的比重较少，例如ＮＴＵ中就有一些课程
是对外收费的，ＯＬＡ和 ＥＲＩＣ中也有一些资源是需
要收费的。

在国外，政府及一些权威机构主要为社会提供

免费的教育资源，学习者获取免费教学资源是一种

重要的学习方式，对终身学习者来说具有很高的价

值，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中也可以参考和使用这些

资源。这些免费资源除了免费使用外，不向学习者

提供结业证书等证明文件。

各个网络院校的网络资源对使用者一般是需要

收费的，收费的目的是为更优质资源的制作提供一

定的经费，保证共享资源的质量［７－８］。随着资源共

享的发展，在学生和提供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严密的

网络，有偿使用的资源是提供者提供的价值较高的

资源，所以提供者要想收取更高的费用就要制作出

更好的资源，以此提高资源的质量。由多个学校共

同参与的有偿共享资源提供时，学校和学校之间就

要建立完整的标准和评价体系，这样才能够保证资

源的质量，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３　结束语

本文首先探讨了国外教学信息化资源共建共享

的现状，然后从中国教育信息化资源的主要问题出

发，在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因而会对

云计算环境下教育信息化资源共建共享研究具有一

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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