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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平等尧开放尧共享等优势推动着教育公共服务各领域的发展袁也为促进教师教育服务供给侧转型带

来新契机遥 通过对教师教育服务供给内涵的探讨袁映射出教师对优质资源全覆盖尧适切服务供给全时域尧科学专业服务

供给全过程的新需求袁揭示了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教师教育服务供给变革趋势袁并从服务理念尧模式尧主体尧技

术尧质量监管等五方面转型特征进行剖析遥 结合国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规律袁发挥新技术优势袁构建以野互融要互

联要互通冶为特征的包含服务目标导向尧服务供给决策尧服务环境支持的三层教师教育服务供给结构遥 最后袁通过搭建沟

通平台落实目标衔接机制袁融入野数字资源券冶互联网认证机制袁盘活教师网络空间服务机制袁数据驱动完善精准服务供

给机制袁探索教师智力流转与网络共享机制等服务保障的探索袁以期为我国教师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建设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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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及信息时代变迁袁人才需

求的格局和结构已发生巨大转变袁众多服务行业开始

着力推进服务供给精细化袁力图找准服务切入点和着

力点袁对受众需求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遥 面向未来教

育袁为提升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袁高素质的教师

队伍建设不容小觑遥 2018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

叶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渊2018要2022 年冤曳提出袁应

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袁以提升教师教育

质量为核心袁以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为支撑袁以教

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袁不断改善教师资源

供给[1]遥然而袁相比公民对优质教师教育需求的日益提

升袁 教师教育服务却依然存在供给统整程度不高尧供

给主体单一[2]尧供给结构性短缺[3]尧服务供给动力不足[4]

等现象遥 而教育服务外在环境已然发生巨大变化袁伴

随云计算尧大数据尧虚拟技术等新兴技术的演进袁互联

网时代特征逐步印记在教师教育服务领域袁新时代对

优质教师需求的外在压力和教师追求个性化发展的

内在动力双重驱动下袁使得教师成长需要更多专业化

服务支持袁亟须深化教师教育供给侧改革遥

为加强教师教育供给侧改革袁已有学者从优化基

础教育师资供给[5]尧教师培养质量保障尧师资合理选拔

与优化配置[6]尧教师职后培训体系完善与提升[7]等角度

进行探讨袁但对教师教育服务供给体系构建进行深入

研究的较少袁缺乏新时代互联网环境下对教师教育服

务供给内涵转变和结构性创新方面的探讨遥本文基于

已有研究袁 为互联网赋能的教师教育服务供给做出如

下界定院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袁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

内通过互联网思维及技术重新连接教师教育供给各要

素袁转变理念袁推动服务供给结构性变革袁实现教师教

育供给总量提升与质量优化遥 从长远发展目标来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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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让教师能够人人获得优质服务袁时时得到适切供给袁

全程得到科学指导遥为此袁深度诠释基于互联网时代的

教师教育服务供给内涵和特征袁 阐释教师教育服务供

给结构及机制探究有助于明确服务目标袁 优化服务决

策尧健全服务环境保障体系[8]袁对实现教育者素质提升

及保障教师专业发展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9]遥 那

么袁 互联网赋能教师教育服务供给内涵存在哪些变

化钥 如何明晰教师教育服务供给结构袁进而提供机制

优化的有效对策钥 本研究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遥

二尧万物互联时代院教师教育服务

供给的新内涵

互联网浪潮风起云涌袁万物互联袁其应用渗透到

各个领域袁加速了社会化协同的形成袁也为教师专业

发展提供了新载体袁为满足教师教育供给需求提供新

契机遥 但作为未来教育服务的主体袁教师的社会属性

已呈现社会分工精细化尧虚实融合等新的转变[10]袁而

与其相称的教师教育服务供给却缺乏足够的应用研

究与探讨袁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院

渊一冤优质充足的全覆盖服务供给袁有待普及

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袁 教师们要不断迎接挑战袁

提升学识袁满足社会对野有学上冶到野上好学冶的更高要

求遥一方面袁教师为做好学生的野引路人冶袁既应具备高

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技能袁也要主动适应互联

网变革袁不断发展自己曰另一方面袁大多数国家教师教

育服务均有公众集资尧集体消费尧知识密集型等非市

场化特征遥教师服务供给对象应不分地域尧身份袁即无

论是城市教师还是农村学校教师袁都需要国家或公共

组织供给配送优质师资培训资源袁 增设虚实融合尧开

放共享的教育服务空间袁 协助具有不同经济基础尧不

同发展进度尧不同学习需求的教师袁使其获得优质资

源和素质提升服务袁及时获得理论尧知识尧技能上的源

头活水[11]遥

渊二冤适切匹配的全时域服务供给袁有待满足

教师工作大多任务繁重袁涉及备课授课尧教学反

思尧作业批改尧学生辅导尧教研培训尧学生管理尧安全维

护尧活动组织安排等方方面面袁需要基于互联网教师

服务供给野时时尧处处冶的全面服务支持袁如为教师进

行校内外教学实践提供学情分析 [12]尧资源智能推荐尧

教师学习偏好诊断尧教学决策引导等服务供给袁而不

仅仅限于教师集中培训时间内的服务袁应将适切服务

的理念纳入教师教育常态袁给予教师更多自主学习空

间袁推动教师有效学习遥

渊三冤科学专业的全过程服务供给袁有待提升

传统教师专业发展依赖于学校或当地教育主管

部门为主体的教育服务供应模式袁规模上无法满足每

位教师个性化的专业发展需求遥伴随广大教师对教师

教育服务供给精准匹配的要求逐步提升袁借助于以大

数据尧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服务袁通过对教师

学习中特征数据的采集与评估[13]渊如心理数据尧社会

交互数据尧行为数据尧成果数据等冤科学智能测评与诊

断每位教师的成长路径袁提供围绕教师需求的知识安

排尧资源构建尧活动组织[14]等个性化服务供给匹配袁避

免大规模统一却低效的培训课程安排遥

简而言之袁 教师教育服务内涵已超越原有经验

型尧计划型尧指令型的服务供给模式袁转变为满足教师

合理的专业发展需要的服务引领型尧 个性化供给袁互

联网思维及技术融入正是变构教师教育服务方式袁推

动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点遥

三尧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院教师教育服务

供给变革新趋势

当互联网在商业领域里对商业模式影响引发大

规模变革时袁也触动人们思考教师教育领域供给结构

变革如何加快进程袁 尤其需要考虑不同基础背景袁实

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遥 在满足教师薪资尧安全

等基本需求保障基础上袁教师成长也需要予以充分的

支持遥 然而袁传统以经验型为主要指引的供给侧支持

往往模糊袁效果也较难清晰判断遥 借助互联网以网络

化尧数据化尧智能场景化等优势袁为实现准确的教师教

图 1 互联网赋能教师教育服务供给的变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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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供给提供了可能袁具体体现在服务理念尧服务

模式尧服务主体尧技术支撑及质量监管等方面渊如图 1

所示冤遥

渊一冤服务理念细致入微院精准定位破解教师教育

供给效率之困

教师的每个成长阶段都要求有适切的教师教育

服务供给支撑袁 这是因为从新手教师到熟手教师袁再

到专家型尧 卓越型教师都要经历不同的成长阶段袁会

面临不同变革时期的障碍和瓶颈遥随着机器深度学习

范围逐步扩大袁为识别教师成长规律带来突破性的影

响遥如微软 IoT Hub平台袁可实现人脸识别模型尧声音

识别模型袁将教师教育场景中真实数据进行自然采集

及教师备课尧教学尧科研等一系列专业成长过程中数

据的收集袁 充分挖掘教师的学习行为和发展规律袁以

多样的尧可视化的分析方式为教师画像并提供专业能

力发展决策[13]袁促进精准服务供给的实现遥 又如采用

资源垂直搜索平台野Teach Pitch冶进行教师服务精准

定位袁 该平台已经包括教师个人信息尧 学科内容尧教

学方法等类别袁为教师提供视音频尧工作表尧文章等资

源袁主动监测教师学习进程和轨迹并根据一定的算法

推测出教师当前能力袁 为其动态调整所学课程水平袁

自动化推荐学习内容袁为适应教师个性化学习提升供

给效率[15]遥

渊二冤服务模式流程再造院自上而下供给垄断转向

激活自发供给动力

互联网出现之后袁为人类增加了信息分享与获取

空间袁知识的形态和生成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6] 遥

教育生态体系发展的趋势逐步从封闭线性有序走向

开放复杂动态遥越来越多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服务供给

结构涌现袁也凸显教师内生动力的提升遥 例如温州鹿

城区为提升参研教师的数字技术技能袁并没有采取专

家野满堂灌冶的讲座报告方式袁而是选择了众筹思路指

引下的创建信息化教育资源的研修活动遥该项目汇聚

来自全国优秀教师袁围绕教学研究尧教学技艺尧教学手

段尧学科信息技术整合等内容展开交流袁制作课程海

报袁制作可扫码学习的微视频袁短短 90学时就集合了

49项实用教学工具使用教程袁形成众筹作品叶送给教

师的绝技 2.0曳袁 使未来所有教师都能从该项目中获

益[17]遥

渊三冤服务供给主体转型院破除单一决策转向多元

主体协同供给

教师教育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是满足教师终生学

习和专业化教育服务需求的必然要求袁 教师服务供给

若单纯由上级教育部门直接制定政策和专权执行[18]袁

会造成跨专业合作不足尧跨地域协同困难等影响供给

质量和效率的问题遥只有集合多元主体力量参与教师

教育服务供给机制的构建袁才能为推动教师专业成长

提供适宜的土壤遥 如入选 叶企业精准扶贫 50佳案例

渊2018冤曳的野互加计划冶袁其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

下袁由沪江互加计划尧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尧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联合国内 30余家学术机构尧 公益组

织尧爱心企业共同发起袁开拓了跨学科尧跨领域尧跨层

级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多渠道融资尧多主体供应服务内

容的教师教育模式袁形成服务供给新动力[19]遥

渊四冤服务技术适切支撑院从满足共性需求到实现

个性化智能体验

教育工作者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要任务袁工作场

景常常处于变化之中遥 在教师备课尧日常教学尧公开

课尧教改科研等工作过程中袁教师会遇到很多困难和

疑惑无法用语言还原袁尤其针对那些需要及时反馈的

场景袁很难获取相关专家或同行的帮助遥 伴随技术的

不断升级袁众多去中心化的教师工作场景与关键技术

结合袁信息传输更加快速尧需求沟通更加实时尧服务供

给更加高效遥如 5G链接教学现场袁以多视角尧低时延尧

高带宽的方式呈现教学过程袁为缺少机会接触教育专

家的薄弱学校的教师实时提供精准诊断与个性化咨

询遥

渊五冤服务质量监管高效院从被动绩效考核转向教

师主动参与评判

传统教师教育供给以提升教师培养质量为目标袁

结合教师专业认证的关键维度对教师接受培训的绩

效进行考核袁以此来评判供给效果遥然而袁实际教师培

养过程中袁 教师教育质量是具备生成性和迁移性的袁

且教师群体由于学历尧专业类型尧工作年限尧职称职务

等因素不同成长差异明显袁也很难通过短时教育培训

得到服务供给效果质量评判遥 由此袁为了提供更加贴

近教师需求的服务袁应从单纯以对教师的绩效考核转

向以教师作为主要野用户冶袁主动参与对已获得的教学

服务尧科研服务尧学校事务教务管理服务方面进行满

意度评价遥 当然袁前提是服务供给部门要提供评分管

理渠道袁并能够以培育优秀教师为目标袁认真考虑教

师野用户冶的评价与反馈遥

四尧互融要互联要互通院互联网重构

教师教育服务供给结构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实现教师服务供给结构

重构袁要以供给侧野提质增效升级冶来促进供需关系高

水平匹配和教师专业能力高质量发展遥从原有仅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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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知识增长尧资源供给为主的要素升级转向教师教育

服务供给结构的整体转变遥 由此袁本文提出教师教育

服务供给结构主要包含服务目标导向层尧服务供给决

策层渊包含供给主体尧供给方式制定等冤及服务环境支

持 渊包括供给质量保障和监控环境及供给技术等冤三

层结构袁如图 2所示遥 其中袁以目标层为中心袁确定了

教师的发展需求及服务内容曰服务供给决策层明确了

由谁供给及如何提供服务的问题曰服务环境支持层解

决了如何实现教育服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问题遥三

层结构从整体上反映了服务理念与制度形态袁服务供

给决策层介于目标层和服务环境支持层的中间带袁包

含着具体服务供给的模式尧流程与做法袁也是互联网

技术及服务政策机制作用与创新的直接地带遥

图 2 互联网赋能教师教育服务供给结构图

渊一冤互融院汇聚于野服务目标导向层冶

服务目标导向层是供给结构的核心袁将基于互联

网的教师教育服务供给所有要素汇聚于此袁促进每位

教师实现全面而优质的发展目标袁实现优质教师教育

服务全时域尧全过程尧全覆盖供给融合遥教师教育的供

给需求目标包含三个方面院一是教师教育服务供给满

足教师基础需求袁如支持教师跨界融合需求尧资源共

享服务需求尧学习交互服务需求等曰二是满足教师教

育服务的能力发展需求袁如支持教师信息管理服务需

求尧教学服务需求尧决策评估服务需求曰三是满足教师

高阶需求袁实现教师个性化发展袁自我价值的提升袁如

教师专业能力发展尧信息素养能力尧个性化发展能力

提升等遥

渊二冤互联院协同于野服务供给决策层冶

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主体和方式的探讨可追溯到

18世纪袁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窑斯密提出公共服

务供给有合同制尧补助式尧凭单制尧志愿服务尧政府服

务等多种形式遥 [20]从其发展历程来看袁供给主体经历

了政府中心尧用户中心和提供者与使用者互动三个阶

段袁 而互联网的引入更加有利于多方的参与互动袁也

形成了更多丰富的教师教育服务供给模式袁具体可归

纳为五类院渊1冤政府供给模式袁即由政府协调教师教育

供给目标尧资源尧经费等要素曰渊2冤政府企业合作供给

模式袁引入互联网市场元素袁政府企业联合指导协调

各部分关系袁企业在监督下进行市场交易曰渊3冤公益供

给模式袁基于开放平台共建共享资源曰渊4冤自我供给模

式袁是教师根据自我教育需要而进行的网络自主研发

和补给曰渊5冤众筹供给模式袁是由网络发布教师教育供

给需求计划袁在网络平台集合多方参与袁贡献一定的

研发投入袁鼓励网络互惠共赢的方式遥

渊三冤互通院依托于野服务环境支持层冶

服务环境的提供能够使教师服务供给的各个部

分联系起来袁 使它们协调运行而发挥作用的运作方

式袁具备激励尧制约和保障作用遥 从管理学视角来看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袁 西方国家以胡德渊Christopher

Hood冤为代表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袁形成野新公共管理

理论冶渊New Public Management袁NPM冤袁其包括提供职

业专业化管理尧明确管理目标和绩效评估尧重视产出

控制等学理特征[21]遥 借鉴该理论袁我们将教师教育服

务供给环境支持层位于供给结构的最外层渊如图 2所

示冤袁其关键因素包含政策保障尧法律安全服务尧监管

服务尧评估服务尧技术支持等方面支撑袁奠定教师教育

变革的基石和发展推动力[22]院渊1冤政策保障院通过国家

层面进行政策补偿袁提供统筹计划尧组织授权尧标准服

务认证尧协调监管等保障袁确保教师服务供给均衡袁优

质资源全覆盖曰渊2冤法律安全服务院通过法律明晰合法

与非法供给的区别袁保障资源供给版权归属袁如发挥

区块链服务技术在促进数据共享尧 提升协同效率尧形

成可信体系等优势袁使教师教育服务在信息安全保障

下渊如涉密内容院教师隐私或考核资料等信息安全冤袁

实现教师行业供需的可信任对接曰渊3冤监管服务院积极

发挥政府及教育相关机构监管作用袁对教师教育服务

供给进行全过程监控袁保障良性供给曰渊4冤评估服务院

通过制定行业准入标准袁引入教师教育供给良性竞争

机制袁保障质量和数量曰渊5冤技术支撑院通过互联网尧云

技术尧5G等新兴技术搭建教师教育服务平台促进资

源共享袁精准识别教师需求袁提供满足教师研修尧教师

教学等全时域尧全过程服务供给[23]遥

五尧基于互联网的教师教育服务供给发展机制

基于新公共服务供给理论依据袁供给运行具体包

括体现互动的决策机制尧体现互补的效率机制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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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的协调机制和体现互制的公平与责任机制袁在一

定程度上保障服务供给的稳定性尧 有效性和持续性遥

而互联网融入教师教育服务机制则体现在院

渊一冤搭建沟通平台落实目标衔接机制袁量身定制

避免供需错配

满足教师教育服务需求是辅助教师成长的重要

驱动之一袁服务供给的科学精准定位袁既保证了教师

的内在需求袁也避免了资源浪费遥 渊1冤以教师专业发展

为目标定位袁依托人工智能+教师课堂评价袁拓展专家

咨询渠道[24]袁对参与教师的情感特征尧课堂组织尧教学

支持尧学生参与等维度进行全方位精准观测袁详细获

取教师成长信息袁自动聚合辅助其成长的教育服务支

持曰渊2冤鼓励教师主动提出服务需求袁引导教师参与教

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曰渊3冤提供开放的知识服务共享

平台袁以解决教育问题为核心袁突破时空限制袁允许

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服务袁促进网络协作袁让野专

业人做专业事冶 来提升教师供给精准度和问题解决

效率遥

渊二冤融入野数字资源券冶互联网认证机制袁价值赋

能助力深度服务

将野数字资源券冶制度引入教师教育领域, 可以形

成更加灵活尧开放的教师教育服务体系[25]遥 渊1冤政府在

管辖区域内按教育发展和需求为符合条件的教师发

放特定票券渊如专家咨询券尧信息资源券尧技术支持券

等教师教育服务券冤袁 教师可凭券向政府认证的企业

自主或差异性获得自己所需的教师服务曰渊2冤 对教师

教育服务供给方给予优惠政策或补贴袁通过教育券的

经济杠杆作用, 促进教师教育课程的创新袁 激励供给

方提供更优质的资源与服务曰[26]渊3冤着力打造权威教师

培训课程认证机构袁引入网络认证机制袁提供教育服

务的优秀教育家尧服务者给予认证袁使得供给侧获得

持久的动力保障曰渊4冤建立完善的野教师教育券冶流转

机制袁在明确优质资源版权归属尧用人制度尧成果分配

制度的前提下使用或分配数字券袁保障服务供给安全

合法及供需等价遥

渊三冤盘活教师网络空间服务机制袁集中优势力量

满足服务供给

教师网络学习空间是促进教师教学方式与学习

方式变革的基础环境遥 野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冶工程的

实施袁推动了网络学习空间资源建设与应用袁引导教

师关注自身核心技能,其优势在于院渊1冤教师可以通过

网络空间参与资源共建袁同时密切保持与机构空间的

联系袁获取公共资源服务曰渊2冤教师在学习空间内的数

据留痕袁 有利于持续捕捉教师教育效果和伴随性数

据袁有助于对教师教育质量动态监管与及时干预曰渊3冤

通过空间中数据及所关联的反馈信息袁可以探索教师

行为规律袁预测教师继续进修或发展的方向袁利用决

策树等分类方法不断改进教师教育服务策略袁并提供

合理的预测和有针对性的专业引导遥 由此可见袁一方

面袁应鼓励教师积极开展网络协作袁通过示范引导尧提

供具体案例尧奖励激励等措施提高教师参与度曰另外一

方面袁依托学习空间可以深度创新教师教育服务模式袁

提供资源共享服务尧教学支持服务尧学习交互服务尧决

策评估服务等袁[27]充分满足教师差异性学习需求遥

渊四冤数据驱动完善精准服务供给机制袁科学预测

服务供给路径

建立以教师专业成长需求为中心袁以布局教师专

业认证数据系统为依托的服务供给机制袁有效地发挥

大数据技术支持的专业发展潜质预判的优势袁精准提

供服务方案遥第一袁从供给层次来看袁由教育相关部门

统一采集的数据所驱动服务供给机制袁客观把握现有

教师人数尧教学能力水平尧学历层次尧教师需求等信

息袁 为教师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选择提供科学依据遥

避免由市场调控或自组织教师服务采集的数据较零

散袁缺乏系统性的局限遥 第二袁从供给观念来看袁要达

成不同主体对于数据为驱动的服务供给统筹管理的

共识袁为实现适切的服务提出科学决策遥第三袁从供给

场景来看袁获得数据的场景不同袁服务供给类型和功

能也不尽相同遥如真实教学场景和教师公开课场景数

据采集的区别差异显而易见遥如通过对常态课程数据

的积累才能更加真实反映教师授课行为及效果袁对教

师专业发展情况有效追踪与施策遥

渊五冤探索教师智力流转与网络共享机制袁完善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

农村欠发达地区尧边远城区尧薄弱学校除了硬件

经费投入欠缺外袁 发展还受到教师队伍建设的限制遥

如很多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教育培训往往受条件尧名

额尧场地限制袁只有部分教师享受到一定的优质资源

服务[28]袁如工作任务繁重很难外出获得培训机会遥 而

在互联网环境下袁开放尧平等的网络特征可模糊城乡

界限袁通过野名师工作室冶野名师送教冶野双师课堂冶等多

种形式袁在纵向上袁实现了将学校教育尧教育部门培

训尧社会教育与各级各类正式尧非正式的教育服务供

给相衔接曰横向上袁形成教师从新手到熟手教师尧从普

通教师到骨干教师相衔接的开放学习尧 终身学习体

系遥因此袁一方面要继续汇聚适应跨区域尧城乡教师教

育发展需求的优质资源袁实现野网络名师资源冶按需流

转袁柔性输送到薄弱学校袁带动当地教师成长袁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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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最后一公里冶遥另一方面袁积极探索与骨干教师评审尧

教师职称评审等相对接的激励机制袁鼓励网络优秀师

资智力流动[29]遥

六尧结 语

野十四五冶时期袁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袁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袁依靠科

技力量尧创新驱动来引领教育发展袁已经成为必然选

择遥传统以经费投入和设备购置来驱动教师教育增长

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袁初级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亟须

改变袁必须发挥教师主观能动性与教师教育服务机制

创新野内外双驱动冶作用遥 第一袁继续支持参与教师教

育供给服务建设的主体开放袁不仅体现为政府统筹各

级各类学校教师推进教师专业发展袁而且要融入企业

力量和社会其他各方力量来推进教师教育服务供给遥

第二袁 继续规范各级各类教师教育服务平台标准尧架

构和接口统一开放袁基于互联网教师教育服务平台实

现教师自由接入和获取袁形成教师教育服务的动态供

给遥第三袁继续细化教育供给颗粒度袁以教师日常教学

疑难问题为导向袁 提供更加适切的教师教育服务袁通

过运用智能互联技术袁深入挖掘教师服务协同供给质

量提升要素袁归类出客观的尧可操作尧可复制推广的教

师教育服务供给策略遥只有不断深化互联网赋能的教

师教育服务机制改革袁才能真正激发教师主体的活力

和创造力袁才能离现代化教师教育服务供给体系更进

一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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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rnet-enabled Teachers Education Service Provision:

Connotation,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CAO Yuxing袁 HU Xiaoyo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ternet in terms of equality, openness and sharing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ll areas of public services in education, and also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the

supply -sid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services. Through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service supply, the study reflects teachers' new demands for full coverage of quality

resources, full time domain of appropriate service supply, and full process of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supply, reveals the trend of change in teacher education service supply from the factor-driven to

the innovation-driven, and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formation in five aspects: service concept,

model, subject, technology, and quality supervision. Combined with the law of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country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new technology, a three -tier

teacher education service supply structure is built, featuring " mutual integration,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operability ", which includes service target orientation, service supply decision-making and service

environment support. Finally,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is constructed to carry out the goal -alignment

mechanism, integrate the "digital resources vouchers" Internet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revitalize the

teachers' cyberspace service mechanism and data -driven improvement of the precise service supply

mechanism, explore the teachers' intellectual flow and network sharing mechanism and other service

guarantee explor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eacher education

service supply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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