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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众筹：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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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筹众创是“互联网＋”背景下的一种新型资源供给与服务方式，在高等教育领域，采用在线众筹方式筹集
数字教育资源，既能充分发挥学生群体的集群力量，满足用户资源需求，又能促进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与管理创新。在

对在线众筹服务分析的基础上，凝练出在线众筹模式，在此基础上，根据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现实需求，借鉴互联网

思维及长尾理论等理念，构建以服务用户为本、自下而上的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在线众筹模式。该模式由要素（众筹发起

者、资源众筹平台和跟投者）、激励规则、众筹运作三部分组成，对转变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思路、优化数字教育资源配

置方式、提升数字教育资源的用户满意度和应用效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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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教育资源是教育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
其建设与配置历来是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中最重

要的内容之一，也是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

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高校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

形成了以教育行政机构或资源出版企业为主体、

依据标准配套教材而开发的方式，同时，存在高校

数字教育资源高投入与闲置现象并存等问题［１］。

２０１６年，众筹被正式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２］，并指出“建设创业创新公

共服务平台，全面推进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３］提出，促进教育公平的根本措施是合理配

置教育资源。《教育信息化 ２．０行动计划》［４］强
调，利用平台模式融合众筹众创，是实现教育服务

供给模式升级的有效手段。高校数字教育资源配

置如何在互联网思维的指导下，以满足用户实际

需求为本，调动资源需求者与广大用户的积极性，

发挥资源需求者等学生群体的力量，优化数字教

育资源的配置方式，是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

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拟在梳理在线

众筹概念及服务的基础上，归纳在线众筹模式，分

析高校数字教育资源筹集现状，在互联网思维和

长尾理论等理念的指导下，构建出以服务资源用

户为本、自下而上的高校数字教育资源众筹模式，

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资源的供给与管理提供

新思路。

１　在线众筹服务分析
众筹（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起源于经济领域，是指

大众借助网络以提供捐赠、主动投资、被动投资三

种融资机会为潜在的项目进行融资［５］。众筹又

称为“群众集资”或“群众募资”，能够促进大众之

间相互联系，并募集资金支持由个人或组织发起

项目的集体行为。从形式上来看，众筹包括传统

众筹和在线众筹。传统众筹是指线下的集群活

动，如古代民众筹钱建寺庙、诗人依靠大众的力量

筹资出版诗作的群体活动。在线众筹（以下简称

“众筹”）来源于小额信贷和众包，是随着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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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全新项目融资模式［６］，其

最大特点是利用互联网聚集社会民众力量，汇集

社会闲置资源，创新行业发展。随着众筹被越来

越多的学者和行业人士认可，其在新闻、影视、音

乐、科技、图书出版和社会公益等多个领域得到应

用与发展。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在线众筹平台（或称为

众筹网站）的兴起，众筹平台按其属性可分为综

合类众筹平台和垂直类众筹平台，前者能为多个

领域的众筹项目提供服务，后者专门为某一领域

的众筹项目提供服务。在线众筹按其出资或回报

方式可分为回报类众筹、股权类众筹、债券类众

筹、公益类众筹。回报类众筹是指支持者获得精

神、物质回馈或资金回报；债券类众筹是指支持者

取得项目债权人身份并收取本息；股权类众筹是

指支持者获得项目股权；公益类众筹是指支持者

提供无偿支持。在线众筹服务按平台提供的服务

内容可分为创意设计服务、公益众筹服务、圆梦－
回报服务三类。

１．１　创意设计众筹服务
猪八戒网是提供创意设计服务的众筹平台中

最具代表性的平台之一，是一站式企业外包回报

类服务平台，向个人和小微服务商提供创意设计

服务。在猪八戒网中，众筹发起人需要注册账号

并登录，方可发布内容描述、服务标准、截止期限

等服务需求，并在平台支付一定的资金作为服务

酬劳；跟投人对接服务需求，提供创意设计服务；

发起人选取满意的服务，依照猪八戒网赏金支付

规则对跟投者予以奖励。猪八戒网的众筹服务内

容以工业设计、工程设计、影视动漫、ＩＴ软件为
主。猪八戒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不外乎两大原

因，其中之一是平台制定了知识工作者经营规则、

违规处理规则等一系列服务规则；另一个原因是

平台汇集了丰富的人才、技术及资金资源，能在最

短时间内将发起人需求与跟投人进行匹配，从而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优质可靠的人才共享服务。

１．２　公益众筹服务
微信水滴筹是提供公益众筹服务的众筹平台

中最具代表性的平台之一，是国内知名免费大病

筹款平台，向个人、非慈善公开募捐项目提供个人

大病求助信息发布服务。微信水滴筹曾获 ２０１７
年中国慈善榜“年度十大项目”等荣誉称号，截至

２０１８年年底，水滴筹累计筹款金额超过 １２０亿

元，服务８０多万名经济困难的大病患者，汇聚了
４亿次爱心捐赠人士指尖的温暖［７］。水滴酬以０
手续费、筹款便捷、操作简单、筹款快、到账快为主

要特点，筹款发起人关注微信水滴筹授权个人信

息，获得信息发布资格，发布医疗证明、筹款上限

与期限等求助内容；平台审核通过后生成筹款链

接，筹款发起人分享链接；当项目达到目标资金或

时间终止时，发起人申请提现所筹资金。微信水

滴筹能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平台

以互联网信任体系为基础，秉持经营信任的核心

宗旨，利用微信海量用户、扩散快等特点，使筹款

信息能在微信朋友圈快速分享和传播，最大限度

汇聚社会群体的爱心力量；另一方面，微信水滴筹

有相对完善的信息审核机制，需要筹款发起人提

供所筹款项的使用去向，以及后续救助对象的康

复情况等真实材料。

１．３　圆梦－回报众筹服务
追梦网是提供圆梦－回报服务的众筹平台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众筹平台之一，支持上线电影、出

版等不同类型的项目，专门向年轻人提供圆梦－
回报服务。圆梦－回报服务模式下，追梦者在官
网注册账号并登录，发布项目描述、目标资金与期

限、回报等内容；项目审核通过后，追梦者通过各

种渠道分享项目，获得支持者；当项目资金达预期

或筹资期限截止时，追梦者将分期获得除平台佣

金外的筹金。圆梦后，支持者将获得旅途纪念品、

画展门票等回报。圆梦－回报服务成功的因素：
一是平台制定有相应的服务规则，如追梦网制定

的积分制度，展示追梦者的信任积分，用于保障支

持者的权益；二是平台汇集大量年轻人群体，追梦

网服务于有梦想的年轻群体，连通微博、微信、ＱＱ
等便于信息快速传播的社交平台。

１．４　对三类众筹服务的综合分析
经过上述对不同类型众筹服务的分析，众筹

服务具有以下基本要素：众筹发起者、跟投者、众

筹平台和众筹服务规则，四个要素构成在线众筹

的基本众筹服务生态。其中，众筹平台是基础，筹

款、筹智等是核心，服务规则是保障。第一，平台

是连接众筹服务的载体，平台充分运用互联网思

维，聚集互联网草根群体，使社会闲置优质资源获

得更有效的利用。第二，服务内容必须具有一定

的公益性、慈善性等性质，无论上述案例中的创意

设计服务、大病救助筹款，还是追梦者筹集的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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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这种公益性服务是

建立在互联网社会的新信任基础之上，具体体现

在跟投者对发起者及众筹平台的信任。第三，众

筹服务发起者的资历、影响力及其诚信档案是服

务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发起者的资源和影

响力决定了跟投者的层次、水平和数量，如果服务

发起者在某一平台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其发起的

众筹服务获得跟投者支持的可能性很大。第四，

服务规则是众筹获得顺利开展的保障，服务规则

既是对参与众筹服务各利益相关者权利和职责的

约束，又能保护参与人的权益。规则还体现在对

众筹活动、资源的有效管理、法律约束、风险控制

等方面。

对上述四种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结构进一

步抽象，即可构建如图１所示的在线众筹模式。

图１　在线众筹模式

　　从图１可以发现，发起者、平台、跟投者和规
则是在线众筹模式中的基本要素。发起者又称为

项目筹资人或创建者，其需求是筹资金或是筹创

意。发起者需要在平台中介绍项目的基本信息，

提供相关的资金，并且与支持者、平台及时沟通，

公布项目的开展进度，以获得更多的支持者。跟

投者又称为用户、投资者或大众，其特点是具备闲

置资源，包括智力资源、知识资源、资金资源。跟

投者的身份不仅仅是消费者、传播者，也是项目的

创意者、监督者，成功的众筹项目还会给予支持者

相应回报。平台又称为众筹平台，是快速配置资

源的架构［８］。平台必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具

有一定量的用户群体，负责对众筹发起者、跟投者

的资质审核，负责对众筹活动的有效管理，负责整

个众筹活动的安全。平台规则服务于发起者、平

台及支持者，实现三要素的价值共创、共享与共

赢。互联网众筹服务过程：众筹服务需求者根据

自身的需求，依据众筹服务平台的规则和流程发

起众筹项目，平台方对发起者的个人信息和项目

的真实性进行审核，跟投者通过平台根据发起者

的资源需求和个人情况响应众筹。中介方通过平

台向众筹各方发布相关规则，对发起者进行监督、

对众筹活动及资源进行管理，对跟投者的权益进

行保障等。

２　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困境
随着我国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高校数字

教育资源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建设主体日趋多

元化，优质教育资源总量显著提升。但数字教育

资源的建设还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其与我国高等

教育的改革发展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９］，集中体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２．１　资源供给主体同质化现象明显
一是高校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主体同质化现

象突出。高校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主体主要是高

校教师、教学机构和教育信息化企业等。高校教

师是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主体之一，被学校或教

育管理部门采用行政命令或项目招标的方式发动

起来建设数字教育资源［１０］，对其建设数字教育资

源积极性激发不足，而且受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的影响，导致资源的低水平、重复性建设现象较

为突出。机构是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另一主

体，但是机构所建设的数字资源由于缺少优质资

源共享平台而无法与区域内其他高校共享，从而

无法满足其他高校的资源使用需求［１１］。也有部

分教育信息化企业自建或者跟高校教学机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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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数字教育资源，如“智慧树在线教育”就是协

助高校教师建设并推广在线开放课程的教育信息

化企业代表，这种联合主体建设数字教育资源的

形式可以缓解教师建设资源的技术障碍，但是建

设费用也不低。综上，现行的数字教育资源建设

的三类主体都不是资源使用者，而是资源的供给

者或管理者。因此，存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主体

明显同质化的现象，容易造成建设的数字化、教学

资源内容设置雷同、不同课程之间的资源特色不

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满足用户的资源多

样化需求［１２］。

二是高校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主体与资源使用

者之间的鸿沟扩大问题。互联网＋时代倡导资源
用户需求的多元化，对应在数字教育资源的来源

上（或供给上），应力求既要有购买的商业资源、

自建的课程资源和与其他机构合作建设的资源，

还有各类应用软件系统、社交网络中学习者创建

分享的内容［１３］。然而在众多高等教育场景中，教

师仍然是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的主要对象，而教师

的数字教育资源多来自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或出版

企业，这种点对点式的结果性供给不利于资源建

设的长期稳定发展，资源的单一也不能满足高校

资源用户多元化的需求。“互联网＋”教育需要考
虑高校资源用户的需求，形成以用户为导向的过

程性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方式，即多元化的供给主

体带来多样化的数字教育资源，以解决资源供给

主体与资源使用者之间的鸿沟问题。

２．２　资源供给模式单一
一是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模式脱离市场需

求。传统模式下的资源建设缺乏对高校资源需求

者的积极调动，未从资源市场的需求入手，很难满

足高校资源用户的实际需求。由于数字教育资源

的建设缺乏总体计划及市场需求的分析，多数高

校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仍以购买为主、自建为

辅［９］，或由高校委托相关出版企业开发资源，并

联合教育部门以及企业提供资源服务［１４］，资源的

持续发展和更新往往滞后于资源的市场需求［１５］，

结果是仅仅解决了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有无”

问题，并没有发挥资源用户作为资源受益者对资

源建设引发的能动作用。

二是高校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方式仍然是自

上而下的供给。高校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多以院

系为主，依托教育主管部门采用“自上而下”“逐

级长传和集中向下配给”的决策和管理方式进行

配置［１６］，这种被动型的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模式，

并不利于资源的精准配置、生态性循环及资源用

户的主体性发挥，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对资源建设

成果及资源使用者的不尊重。“互联网＋”时代是
资源大生产与共享的时代，对资源的个性化需求

是此时代资源需求的趋势，高校资源用户应不受

时空限制获取自身所需教育资源，享受优质教育。

２．３　资源供给过程缺乏系统支持
“低共享”“低推广”“低反馈”所形成的“三

低”是高校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过程中缺乏系统支

持的集中体现。

一是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及相应平台“低共

享”的问题。目前多数高校建有高校自主学习平

台（如学习通），并汇聚了不少精品课程资源在内

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虽然在某些领域实现了一

定程度的资源共享，然而实际的资源层次较低，多

数高校自主学习平台并不能够实现较大范围内的

跨校际共享。如普通高等学校继续教育数字教育

资源开放联盟能实现继续教育资源共享，但大多

数高校数字教育资源仍限于自身高校内部使用，

或者在地区间局部流动［１７］，适合移动终端的馆际

数字教育资源的共享也比较薄弱［１８］，跨校区的资

源共享机制尚不健全，抑制了优质资源共享平台

的发展与涌现，难以实现相关联学科资源的汇聚

与共享。

二是提供高校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开放教育

资源平台缺乏有力的推广及宣传措施，由此引发

了“低推广”的问题。一方面是用户的资源理念

尚未更新，如有关教育机构并未制定资源推广的

激励机制，鼓励资源使用者在接受资源的同时还

应积极分享、整理、创新数字教育资源，或资源服

务商与资源用户之间缺乏后续支持服务，因此不

利于资源推广的长期稳定发展；另一方面是有关

教育机构未考虑依托已有资源共享平台，将数字

教育资源加以汇聚，利用平台来吸纳更多的资源

使用者，以期通过社区空间，促进数字教育资源的

宣传与推广，形成“多方合力”“多元推广”的高校

数字教育资源推广新局面。总之，“低推广”问题

直接影响了资源的使用效益。

三是高校数字教育资源的“低反馈”问题，集

中体现在开放资源平台方面。在数字教育资源的

供给过程中，资源的汇聚与共享显得至关重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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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课程为主的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网易云课
堂及高等出版社的爱课程等开放资源平台为学习

者提供了丰富的开放教育资源［１９］，使海量优质资

源可以不受区域限制进行共享。尽管开放资源平

台为高校资源用户提供了资源服务，但其支持服

务不到位、不全面的现象日益突出，如 ＭＯＯＣ一
类平台缺乏在线辅导支持与答疑服务，用户往往

只能获得高延迟的反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直接

影响了用户的资源使用体验及高阶思维能力的

发展。

２．４　资源应用效能欠佳
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应用效能欠佳的问题并未

有效解决。“李康之惑”指出，相当数量的数字教

育资源处于荒废状态，“数字遗迹”日益增多，如

郝兆杰研究发现国家精品课程等优质教育资源，

在建设之后即被湮没在众多数字资源中［２０］；更为

突出的是各高校所提供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平

台，尽管汇聚了大量的数字教育资源，但黄月胜等

发现高校图书馆用户在抱怨图书馆资源短缺的同

时，海量的数字资源正处于闲置的尴尬境地［２１］。

总之，现存的教学资源利用率低，未发挥出应有的

效用［２２］，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已陷入“信息孤岛”

的窘境。

３　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在线众筹模式
既然众筹作为一种资源筹集方式，已经在很

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成功，据

《２０１６中国众筹行业发展年报》［２３］报道，截至
２０１６年年底，国内共有众筹平台 ７５２家，全年共
有５８６０６个众筹项目，融资总额高达 ２１７．４３亿
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众筹能否应用于高校

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中？

从文献来看，众筹在图书档案资源众筹、课程

资源众筹等方面取得了初步应用，基于众筹模式

的档案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能提高档案馆信息

资源的质量和用户需求与资源的契合度［２４］；图书

馆众筹既能实现社会知识服务，也能完成信息资

源的合理配置［２５］；慕课众筹能从理论上解决慕课

建设的资金、学习者体验等问题，重构慕课建设流

程［２６］；教师培训课程资源众筹，有效满足了教师

培训的需求，提升了教师培训的学习效果［２７］；众

筹阅读能实现阅读课程资源的优化与重组及精准

供给，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２８］。如何

将互联网众筹模式迁移到高等教育领域，转变高

校数字教育资源筹集的传统模式，调动资源需求

者的积极性，解决资源供需与效益的瓶颈问题，是

当前亟需研究的课题。

３．１　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互联网思维秉持“用户至上，体验为王”的理

念，互联网思维为我国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

突出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提倡以资源用户的实

际需求为原点，使用户积极参与到资源建设过程

中。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铢

积寸累、持续动态的建设过程，因此还需采用迭代

思维，关注高校资源用户需求变化，找准用户消费

痛点，整合、利用、存储用户产生的生成性学习资

源，促进高校数字教育资源的生态进化。树立平

台思维，并将众筹平台纳入高校现有的资源建设

系统，最终打造成共建、共享、共赢及开放的高校

数字教育资源生态圈。

长尾理论具有降低成本、考虑小众需求、突破

限制三个特点［２９］。经济学领域认为，资源是有限

的，存在稀缺性，而社会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

因此必须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３０］。高校数字教

育资源从建设、配置再到应用，整个过程需要耗费

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运用长尾理论降低成本

的特点，转变高校数字教育资源配置思维，调动用

户参与资源众筹，使配置的资源种类增多，质量提

升，从而降低整个资源供给的成本。单一、基础性

的数字教育资源并不适用于所有用户，用户还需

要个性化的数字教育资源，用户需求的差异化就

形成了需求“长尾”［３１］。商业领域倡导“分享信

息，让市场决定出路”，启发高校应以用户为本，

基于用户需求的差异化开展资源众筹，让用户整

合出符合需要的数字教育资源，实现高校数字资

源的有效配置。

３．２　模式的构成
在互联网思维和长尾理论等指导下，借鉴在

线众筹模式，充分考虑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及建设

的现实问题，构建出如图２所示的高校数字教育
资源在线众筹模式。该模式由要素、激励规则、众

筹运作三部分组成，三部分又分成若干模块，各模

块有机相联，共同促进高校数字教育资源众筹的

有序开展。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在线众筹模式是以

学习者需求为本，基于某一资源众筹平台与规则，

由众筹发起者拟定学习主题，充分发挥跟投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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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力量，汇聚优质资源，满足高校用户学习需

求，实现自下而上的数字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在

线众筹是“互联网＋”时代对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方
式的有效补充，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在线众筹以促

进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为价值导向，资源供给不

再以资源开发机构或教师为主，而是以学习者为

主体的自下而上供给为主，呈现出多元化数字教

育资源配置格局。

图２　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在线众筹模式

　　众筹发起者的身份一般是高校教师、研究员，
其主要职责是发起资源众筹项目，引导学习者查

找并筹集数字教育资源，开展资源评价、教育教学

评价等活动。项目发起者的学术影响力、正确的

众筹观、众筹服务心态等是吸引学习者的关键因

素。资源众筹平台是高校教学活动发生的虚拟场

所，其功能是汇聚资源、采集数据。目前多数高校

建有自主学习平台，资源众筹平台在高校现有平

台的基础上增加众筹功能，要求能汇聚丰富多样

的数字教育资源，存储用户生成性资源，形成数字

教育资源生态池，并编入某种算法记录学习者学

习轨迹与学习数据。当资源众筹平台汇聚的数字

教育资源足够丰富时，资源就如“超市商品”，学

习者根据需要“自由选购”商品，满足学习需求，

提升教育资源效用性。跟投者的身份是高校学

生、教师或其他具有一定自主学习能力的学习者。

高校数字教育资源众筹以学习者实际需求为本，

重视其学习体验，充分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鼓励

学习者查找并汇聚生成性学习资源，使学习者的

角色由资源的消费者转变为资源的供给者与创

造者。

规则是对数字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的具体体

现，一般由激励规则、风险控制规则、约束规则和

质量控制规则等组成。（１）激励规则是保障数字
教育资源众筹活动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有学习

成绩激励、学习积分激励和学习荣誉激励三类。

学习成绩激励就是奖励成绩，即依据评分档次，对

学习者的活动表现给予不同等级的成绩回报；学

习积分激励就是奖励积分，即依据积分档次，对学

习者的活动表现给予积分回报；学习荣誉激励就

是奖励头衔，即教师根据学生对资源众筹平台资

源的使用次数、使用时长及点赞、收藏、转发数量、

学生评论等评估资源的学习价值与受喜爱程度，

开设最受欢迎奖、最佳收藏奖、资源之星荣誉性奖

项，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２）风险控制
规则。在在线数字教育资源众筹的过程中，极有

可能存在没人跟投的现象，制定相关规则，将资源

众筹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保证数字教育资源众

筹常态化。（３）约束规则。众筹是创新型的资源
建设模式，它不同于传统的资源建设模式，发展不

当很容易产生不良后果。因此，约束规则作为众

筹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需要从法律层面对

发起者和使用者等的行为进行约束，促进数字教

育资源的规范化、法制化发展。（４）质量控制规
则，由于资源众筹的需求者比较多，资源跟投者对

资源质量不好把握，因此，需要建立资源质量的保

障措施，对筹集到的数字教育资源进行审核、优

选，以便使资源需求者获得高质量的数字教育

资源。

３．３　模式的运行过程
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在线众筹过程由众筹准

备、众筹参与、众筹管理和众筹回报四个阶段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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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具体运作内容如下：（１）众筹准备阶段是调试
资源众筹平台与拟定学习主题。高校教师等获取

学习云平台服务，测试平台的功能，结合教育机构

所开设课程，制定系列学习主题方案并拟定相应

的活动形式，活动形式分为以个体为单位、以小组

为单位及以个体和小组相混合的３种活动形式。
教师将学习主题方案发布至资源众筹平台，供学

习者查阅。教师类似互联网众筹的项目创建者，

不同之处是高校教师拟定的学习主题是从学习者

的实际需求出发，发动学习者获取教育教学活动

的资源。（２）众筹参与阶段是学习者查找并整合
数字教育资源，教师通过 ＱＱ、微信等即时通信工
具或资源众筹平台等，为学习者提供及时的学习

支持服务。教师既是活动的引导者，又是活动的

支持者，针对活动进展较为缓慢的活动单元体，教

师提供“一对一”的引导服务或发布学习提醒及

学习预警信号。学习者既是资源的消费者，也是

资源的创造者，学习者可根据学习需求，对资源进

行二次加工、再创造、评论等，从而产生大量的生

成性学习资源。（３）众筹管理阶段是汇聚数字教
育资源，选定教学材料。汇聚资源即学习者将整

合的数字教育资源上传至资源众筹平台，整合内

容包括加工资源、命名资源、学习小结等。选定教

学材料类似于创意设计服务众筹中的创意筛选，

在线众筹中的创意筛选是以项目发起者的需求为

导向，而教学材料的确定则是教师以学习者需求

为本，尊重其学习体验，参照激励规则的相应内

容，通过资源众筹平台提供的虚拟学习空间，组织

学习者开展相应的教学资源选择活动。如学习者

可从资源众筹平台获取资源链接，转发至班级学

习群，开展群投票，教师根据群投票结果确定教学

材料。（４）众筹回报阶段给予学习者学习激励，
该模式下教师可参照激励规则，对学习者进行学

习回报。学习回报既能调动学习者的学习积极

性，又能促进高校数字教育资源众筹活动的良性

发展。

４　结语
高校数字教育资源众筹模式不仅能服务高校

学生学习，提升资源应用效能，同时也为我国数字

教育资源的供给与管理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与

指导。该研究只是从理论层面对数字教育资源的

众筹模式进行了架构，初步探索了众筹在教育服

务中的应用，后续将遵循“理论＋实证”的研究范
式，选择实验高校，开展基于学习云平台资源众筹

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完善高校数字教育资源众筹

的运作策略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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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的通知［Ｚ］．教技（２０１８）６号，２０１８－

０４－１３．
［５］ＣｌａｕｓｓＴ，ＢｒｅｉｔｅｎｅｃｋｅｒＲＪ．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ｉｓｄｏｍｏｆ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ｄｕｒｉｎｇ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
（８）：７０９－７２９．

［６］黄越岭，李鹏，朱德全．资源众筹：“互联网＋”时代教
师培训课程供给模式变革［Ｊ］．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１７
（１）：５８－６３．

［７］黎静，段艳惠．爱心筹款因转发次数不够无法到账？
水滴筹：假的，纯属谣言！［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１３）

［２０１９－０４－１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ｑｃｂ．ｃｏｍ／ｈｏｔ／２０１９－０２－

１３／１４３４５７９＿ｐｃ．ｈｔｍｌ．
［８］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

［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４（１０）：１３５－１４６．
［９］柯清超，赵培培，吕晓红．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内涵及

其发展［Ｊ］．中国教育信息化，２０１８（７）：５１－５５．

［１０］丁卫泽，熊秋娥．高校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的困境分
析与化解策略———基于博弈论的视角［Ｊ］．中国电化
教育，２０１５（１）：９３－９６．

［１１］李白燕，郑州．区域性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建设与
应用探析———以“重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建设

项目”为例［Ｊ］．现代教育技术，２０１７（４）：８５－９１．
［１２］张轶，曹莹．大数据背景下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多元化

共建与共享［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７（１１）：７１－７３．

［１３］张红丽，袁松鹤．美国凤凰城大学教育信息化建设与
启示［Ｊ］．中国远程教育，２０１５（６）：１７－２６．

［１４］冯永，钟将，叶春晓，等．海量数字教育资源管理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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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 张进良，等：在线众筹：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新模式

享的云服务模型研究［Ｊ］．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１３（５）：
１１７－１２３．

［１５］郑旭东，桑新民．透视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一个重
要窗口———ＥＤＵＣＡＵＳＥ的使命及其启示［Ｊ］．高等
教育研究，２００８（４）：９９－１０４．

［１６］周杰，熊才平，杨文正，等．基于用户反馈的教育信息
资源购买服务计量模型与仿真［Ｊ］．电化教育研究，
２０１４（２）：６２－６７．

［１７］李振超，陈琳，郑旭东，等．建立高校数字化学习资源
共享机制的 ＳＷＯＴ分析［Ｊ］．当代教育科学，２０１４
（３）：１９－２３．

［１８］茆意宏，朱强，王波．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现状
与展望［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７（１）：８５－９１．

［１９］潘志宏，万智萍，谢海明．大数据环境下高校智慧移
动学习平台的构建研究［Ｊ］．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１７
（４）：１６１－１６３．

［２０］郝兆杰，赵阳，王开．有效应用：当前高校教育信息化
建设的关键———基于河南某高校的调查［Ｊ］．现代远
距离教育，２０１１（３）：３５－３８．

［２１］黄月胜，刘乔．高校数字化教育资源整合现状及对策
研究［Ｊ］．现代情报，２０１１（９）：６７－７０．

［２２］张进良．智能化：智能社会学校教育发展与变革的必

然趋势［Ｊ］．教育探索，２０１８（１）：１３－１６．
［２３］于延磊，潘旭华．国内外众筹发展的对比分析［Ｊ］．电

子商务，２０１５（１）：２９－３１．
［２４］陈忠海，常大伟．众筹模式在档案馆档案信息资源开

发中的应用研究［Ｊ］．档案学通讯，２０１４（６）：４０－４４．
［２５］阮光册，夏磊．众筹模式下图书馆角色定位的思考

［Ｊ］．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５（１０）：９３－９８．
［２６］阳雯．慕课众筹模式的运行机制与风险管控研究

［Ｊ］．成人教育，２０１７（９）：３７－４０．
［２７］王金涛．众筹阅读：创新阅读课程资源供给范式———

大数据时代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范式变革之四［Ｊ］．江
苏教育，２０１８（２５）：２２－２５．

［２８］宋广伟．民族院校创新教育课程建设的众筹促进
［Ｊ］．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１７（４）：２３６－２３９．

［２９］安德森．长尾理论２．０［Ｍ］．乔江涛，石晓燕，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０］张福东，姜威．马克思资源配置理论的逻辑蕴涵与当
代价值［Ｊ］．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３）：７３－７６．

［３１］杨文正，徐杰，李慧慧．生态学视角下数字教育资源
优化配置模型构建［Ｊ］．现代远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８
（２）：９４－１０２．

Ｏｎｌｉｎｅ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ｌｉａｎｇ，ＹＥＱｉｕｃａｉ，ＬＩＢｉｎｇｈｕ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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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ｌｉｎｅ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ｃａｎｎｏｔｏｎｌｙｍａｋｅｆｕｌｌ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ｏｒｃｅ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ｇｒｏｕｐｓ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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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ｉｓ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ｏｔｔｏｍｕｐａｎｄｕｓｅｒｓ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ｉ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ｔｏ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ａｉ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ｐａｒｔｓ：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Ｃｒｅａ
ｔｏｒｓ，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ｃ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ｙ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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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刘兰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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