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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激励手段优化高校网络教育资源供给的机制创新 
王小羊 

（泰州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互联网时代的迅猛发展，使各种数据资源给人们带来的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不同的行业领域带来更加蓬勃的生机。高

等教育需要的网络教育资源量大，而且要求质量上优。所以怎样通过对激励手段的切实优化，来达到满足高等院校网络教育资源的

更好供给，则成为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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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供给机制的优劣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供给效率，所以为

了使高等院校的网络教育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输出，就需要改变陈

旧的供给观点，通过激励式的促进方式对整体的供给机制进行完善

与变革，才能使网络教育资源得到更好的应用。所以如何通过对激

励式供给机制的优化，来切实保证高等院校网络教育资源的高质量

输出，已经成为广大高校教育工作者理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高等院校网络教育资源供给机制不完善的因素 
网络教育资源的供给质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高等院校自身

的发展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并可以同时满足于外界机构需要。所

以对于不同的需求定位目标，所要求的资源供给方式差异较大。由

于现阶段不少高等院校对自身的网络教育资源需求定位较为模糊，

所以导致其供给机制出现不完善的情况。比如学校只是单纯的把网

络教育资源的供给途径设置在校内中，那么其机制的主要内容应该

围绕着学校内师生以及众多科员人员的学术需求，并将建设重点投

放在重视学术教育资源供给成效与供给质量中。如果学校将供给机

制的需求定位以商业化方向为目标，那么其机制的主要内容则应该

围绕对教育资源有效资源，以及实际价值的深入挖掘中，以最大化

的发挥其自身的经济效用。另外，当前不少高等院校在进行网络教

育资源供给工作时，并没有与外界的资源进行相应的调研与整合，

导致在缺少资源市场化方向的把控下，严重影响教育资源的供给效

率、学术水平以及使用价值，导致网络教育资源供给机制的建立很

难得到发展与完善。 

二、高等院校网络教育资源供给机制引入激励手段进行革
新的主要方式 

1.建立相应的革新政策 

高等院校不仅可以保证教育资源供给的效率与学术水平，同时

也是网络资源的主要供应方，所以为了更好的将资源进行供给输

出，学校需要通过激励政策的建立，保证网络教育资源的供给成效。 

一方面，高校需要积极与社会机构与政府部门进行联系，从多

方面出发对本校教育资源的供给途径寻找资金支持，并建立相应的

激励政策与外界机构共同进行对供给机制的完善，以保证网络教育

资源能够在有效体现自身社会价值、教育价值、学术价值以及经济

价值的同时，保证资源供给的质量。 

另一方面，高等院校为了使供给机制更加完善，可以在激励手

段的引导下，与其他高校通过对教育资源的共享，确定要求更高的

供给目标，使各个高校在相互的联合中，一同对教育资源的价值进

行挖掘。这种资源共享政策不仅可以保证不同高校充分发挥自身的

学科优势，对教育资源进行更加深入的整合，也使它们在相互的联

系与激励中，保证教育资源供给的有效性，从而在保证机制获得有

效创新的同时，推动各个高校的同步发展，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价

值。 

2.推动校企联合的建立 

高等院校与社会企业机构通过联合，共同对网络教育资源输送

机制进行开发，不仅在经济价值的推动下保证二者的投入积极性，

也能够有效保证教育资源的输出质量与成效。因此在校企联合研发

下的激励手段，对于高校而言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对教育资源价值进

行深入挖掘，以保证供给成效，并将社会发展需求作为机制革新导

向，有效保证网络教育资源输出的价值性，为学校建立起效益更加

优越的收益空间。对于企业来说，通过具体的资源需求方向提出，

既可以将自身的技术优势应用于资源开发上，较高的经济收益也能

够有效推动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 

3.提升教育资源建设 

高等院校的教师与科员工作者，作为保证网络教育资源学术水

平以及经济价值的中心，所以为了使资源供给机制可以更加完善，

学校可以通过激励手段的引入，鼓励教师可以将自身的专业授课内

容进行整合，通过将其以网络教育形式的出现，吸引更多的求学者

充分调动参与网络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良好的资源供给机制，

可以使教师通过将自身科研成果与授课内容的整合，以网络教育资

源的形式传输教育功能，不仅可以有效的提升高等院校对教育资源

的建设，也在更好保证资源学术性与价值性的同时，达到完善供给

机制的目的。 

三、结束语 
网络教育资源供给的效率与学术质量，能够对高校未来的发展

起到有益的推进作用。这就需要学校可以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对

当前进行网络教育供给活动存在的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并通过对供

给机制的改变，因地制宜的将激励手段引入其中。这样不仅可以对

现有的机制进行有效的优化，还能够在明确供给需求定位的同时，

切实保证网络教育资源供给学习成效与质量的飞速上升，从而达到

推进我国高等院校更好发展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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