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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源技术发展路线图 

 积件 SCORM
学习对象

IMS LD
学习活动

提出简单学习内容
共享的思想

为学习内容共享提供了工程化的
方法与技术标准

实现了教学策略与学习设计
的共享

未来之路？
如何共享在学习过程中生成的信息？

如何实现学习内容的进化？以适应在
共享中各种个性化的需求？
如何共享交互性的学习工具？
如何实现基于语义的自然聚合？
如何支持学习过程的连接？



学习资源技术的不足 

• 产生于Web1.0环境，主要支持单向信息来源的信息传
递模式 

• 关注封闭结构中学习资源与活动的共享，忽视学习资源
持续的发展和进化能力，忽视学习资源动态的、生成性
的联系，忽视通过学习资源在学习者、教师之间建立动
态的联系 

• 主要关注正式学习，缺乏对非正式学习技术的深入探索
和应用研究 

• 展现格式单一，适应性、灵活性差 



泛在学习对资源的新需求 

• 学习资源是任何ULE（Ubiquitous Learning 
Environment）的核心要素（Jones, V. & Jo, J.H., 
2004; Tan-Hsu Tan, etc., 2007） 
 

• 泛在学习需要结构开放、动态生成、持续进化发展
的学习资源；满足各种个性化需求的学习资源；在
各种设备上适应性递送和呈现的学习资源；及时解
决现实问题的富情境性的学习资源 
 



学习元的概念 

 学习元是一种具有可重用特性支持学习过程信息采集和学习认知网

络共享，可实现自我进化发展的微型化、智能性的数字化学习资源。

(余胜泉等, 2009) 

 是对学习对象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汲取学习对象、学习活动技术促

进教育资源共享理念的基础上，针对现有学习技术在非正式学习

支持不足、资源智能性缺乏、学习过程中的生成性信息无

法共享、学习内容难以进化等方面的缺陷，提出的一种新型学

习资源组织方式。 

 



学习元的概念 
 “元”的含义 

• 取“元件”之意，即学习元可以成为更高级别的学习资源的基
本组成部分 

• 取“元始”之意，表示学习元具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进化
功能 

• 类似于“神经元”，能够相互联结并具有一定的智能性 

 
元件 

• 可动态重组的基本

单元 

• 标准化特性 

元始 

• 可成长的萌发性资

源 

• 吸收群体智慧 

神经元 

• 根据意义关联形成

网状连接 

• 智能性、通讯能力 



学习元的概念 
• 学习元是一种具有可重用特性支持学习过程信息采集和

学习认知网络共享，可实现自我进化发展的微型化、智
能性的数字化学习资源。(余胜泉等, 2009) 

• 是对学习对象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汲取学习对象、学习
活动技术促进教育资源共享理念的基础上，针对现有学
习技术在非正式学习支持不足、资源智能性缺乏、学习
过程中的生成性信息无法共享、学习内容难以进化等方
面的缺陷，提出的一种新型学习资源组织方式。 

 



学习元的特征 

• 微型化 
• 开放性 
• 进化发展 
• 联通性 
• 内聚性 
• 适应性 
• 社会性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一、具备支持完整学习流程的的要素结构 
 
 
 
 
– 这些元素以标准化的方式在包交换文件中描述，使其可以在

多个LMS中被解析执行 
– 比学习对象在范围上有所扩展，使得对更多学习环节的设计

和过程共享不依赖于特定平台 

 



• 二、体现物化资源与人的资源的联通 
– 包含对学习元使用者、编辑者信息的描述，使LMSs在共

享物化资源的同时，还能共享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网络 

– 学习元资源除了作为知识的载体外，还要能够成为建立人
际网络的中介点 

– 这种社会性网络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社会网络KNS: 
Knowledge Network Service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三、利用开放服务实现信息联通 

– 学习元 是开放的结构，可以与外部应用程序通讯共享内
部要素的信息 

– 定义开放的服务接口 

– 跨组织、跨系统的资源共享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四、体现资源的可进化特性 
– 多用户开放协同编辑内容、吸收草根智慧 

– 保存学习元 使用过程中的各种生成性信息，包括用户的
基本信息、交互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历次更新信息等 

 

• Not Presetting, But Generating!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四、体现资源的可进化特性 

– 进化和生长具有结构性特征，和学习元内部的知识结构
模型密切相关，是聚合性的生长而不是漫无目的的生长 

 

 

 

 

 

 

生产

版本1

版本2

版本3

编辑内容

嵌入Rss资源

版本4

附加人际网

添加外部链接

附加人际网

（内容+人际网+外部资源+外
部链接+过程性信息）

发表评论
做批注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五、体现资源的多终端适应和灵活展现 

– 自动匹配多种学习终端，适应性递送和呈现学习资源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五、体现资源的多终端适应和灵活展现 

– 应用多种模板灵活展现学习资源 

– 实现一份资源多种展现形态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六、体现资源的动态网状聚合 
– 区别于学习对象的层次树状聚合 

– 学习元采用网状聚合模型，体现更加丰富的资源间的语
义关系 

 

 

 

 

 

 

course

chapter chapter chapter

paragraph paragraph paragraph

Hierarchy 

aggregation model

Semantic network 

aggregation model

Knowledge 

unit

Knowledge 

unit
Knowledge 

unit



学习元的概念模型 

知识
本体 

练习 

内容 

评价 活动 

生成性信息 

元数据、聚合模型 

多元
格式 

服务接口 

学习工具 
学习圈子 
学习内容 
学习活动 
学习评估 
学习记录 
语义关联 

学习服务云计算环境 



学习元的信息模型 

详见《学习元的结构规范》 



基于学习元的泛在学习流程 



学习元运行环境的基本架构 

学习元 库 
内容存储 

检索 
与学习 

调用 

返回学习元  

建立连接 

启动记录 

学习交互 

学习工具 

学习记录 

编辑工具 

作者创作 

作者创作 

聚合成课程 



学习元的原型实现 
知识云 

单个资源实体 

同主题的多个学习元的集合 

多个知识群的关联聚合 

学习元 知识群 

学习社区 个人空间 

个人学习环境（PLE） 

学习工具 

各种个性化的 
学习小工具 集体学习环境（CLE） 



学习元原型系统实现 

• http://lcell.bnu.edu.cn 

 

http://lcell.bnu.edu.cn/


学习元系统的特色功能 

基于知识本体的资源组
织 

协同编辑与版本控制 

可视化的KNS网络 

开源Gadgets工具集成 

与SCORM课程的转换 

动态元数据检索 

标签导航/聚类 

领域资源动态聚合 

基于过程信息的个性

化评价 

学习内容策展 



特色功能1：基于知识本体的资源组织 

 采用自下而上的知识本体

构建方式： 

• 设计通用的学科本体模型 

• 支持用户在此模型上自由

扩展 

• 在使用过程中动态聚合、

竞争、融合、优胜劣汰 

资源实体

知识本体

知识模型

知识实例



特色功能1：基于知识本体的资源组织 

扩
展

学科知识本体

语文 计算机 物理

……

小说 人物 阅读
作文 识字..

CPU 程序 硬盘
有向图 软件..

重力 阻力 速度
 加速度 定律..

通用学科知识本体

（概念、事实、原理、程序性知识、复合性知识）

编辑

编辑

本体标注器

学习资源空间

新资源

进入

自动提取

知识本体

附加本体

本体抽取 应用统计

自动标注 手工校对

应用统计

本体精炼

基于JENA框架实现在线本体协同编辑与标注环境 

可视化概念树编辑 



特色功能2：内容协同编辑与版本控制 
• 协同内容编辑 

• 可以嵌入多种学习活动，实现内容与活动的整合 
• 可以嵌入各种小工具 
• 可以使用系统已有的各种知识模板，快速生成高质量的学习元 



特色功能2：内容协同编辑与版本控制 



特色功能2：内容协同编辑与版本控制 



特色功能2：内容协同编辑与版本控制 



特色功能2：内容协同编辑与版本控制 

进化路径展现 

版本更迭 
 

贡献者群体 
 
查看知识的发展历史， 
强化知识流动性，流 
动中知识才是最美 
的… 



特色功能2：内容协同编辑与版本控制 

版本对比 



特色功能3：可视化的KNS网络 

• 内置语义关系(支

持扩展) 

• 可视化语义关系编

辑环境 

• 基于学习的过程信

息挖掘潜在的资源

之间的关系、用户

与资源之间的关系 



特色功能4：开源工具服务集成 

• 支持Google Open social规范 

• 嵌入外部的gadgets小工具 

• 将学习的特色功能包装成Gadget发布共享 



特色功能4：开源Gadget小工具集成 

开源工具集成支持环境体系架构  



特色功能5：与SCORM的转换 
• 上载SCORM课件，自动切分成多个学习元 

• 将学习元按照SCORM规范打包成SCORM课件 



特色功能6：多终端上的自适应呈现 

• 利用资源自适应呈现模型(Gao et al., 2012)在
Android操作系统上开发了移动学习客户端。 

• 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创建、浏览、检索学习元，
可以参与在线讨论、批注、评论、提问答疑等学
习活动。 



特色功能7：动态资源关联 

• 学习元平台实现了学习资源间的动态语义关联，即
采用自动化的方式在资源之间建立起规范化的语义
关系，并且资源之间的关联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会随着资源内容、描述信息等变化而动态更新
和发展。 

 



特色功能7：动态资源关联 



特色功能8：领域资源动态聚合 

自动将某个学科领域的所有学习元资源聚合到一起，按照
领域模型可视化展现 

 

 

 



特色功能9：基于过程性信息的个性化学习评价 

 提供基于过程性信息的评价，将过
程性信息记录下来作为评价学习者
学习成效的主要依据 

 评价者（一般为资源的创建者，承
担教师角色）根据不同学习者不同
学习目标选取合适的信息预先设定
若干个个性化的评价方案。 

 

 



特色功能10：内容策展 

教育内容策展是为了促进学习，策展人围绕某个主题用有意
义和有组织的方式对学习资源进行整理和展示的过程，这个
过程包含了对学习资源的搜集、筛选、整理、发布以及促进
围绕基于主题的会话等环节。 

 scoop.it、storify、Pearltrees、花瓣网、堆糖网、微刊 

学习元提供学习内容策展工具（支持移动），学习者可以按
需策展任何来源、任何主题的学习内容！ 



网络资源

学
习
元
支
撑
系
统

学
习
元
支
撑
系
统

学习元库 素材库

内容策展模板库

分享至 Email

 

SNS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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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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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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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技术架构 

 

杨现民, 余胜泉. 学习元平台的语义技术架构及应用研究[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3. 
(In press)  





新概念/属
性

新概念/属
性

新概念/属
性

新概念/属
性

初审

私有知识本体
局部试用

通过

终审 通过 公共知识本体库

普通用户

筛选热词
(标签等)

推荐给系统管理员

审核

通过

运行监控
精炼本体

淘汰部分过时的、
应用效果不佳的本体

导入 导出

外部的
成熟本体

系统的
成熟本体

未通过

增、删、改、查















六大应用场景 

• 资源库建设 
• 知识管理 
• 组织学习 
• 项目管理 
• 区域网络教研 
• 高校网络教学 



应用1：资源库建设 

采用Web2.0理念指导下的"共建共享"资源建设模式 

教师之间也可以通过协作，建设校本资源库 

企业培训领域，人力资源部门也可以发挥全体员工的集
体智慧，鼓励普通员工参与到培训资源的制作中，构建
最适合企业的培训资源库 

教育技术百科全书的协同建设 

http://lcell.bnu.edu.cn/websites/eet/i
ndex.html 



应用2：知识管理 
个体用户 

• 可以基于学习元平台建设个人知识库 

• 与好友分享，实现知识的传递和分享 

• 使用过程中建立和完善个人的知识网络人际网络 

组织机构 
• 鼓励组织成员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解决的思路等宝贵的一线

实践经验做成学习元 

• 组织内部共享传递，促进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换，最
终提高组织整体绩效 



应用3：组织学习 
学习元不仅仅是一个资源平台，除了丰富的资源外，平

台还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活动库和各种学习小工具 

通过学习社区聚合组织人脉和智慧，促进成员之间的协
作交流 

在线测评对员工进行知识考核，促进员工的在线学习 

搭建学习型组织 

学习元项目团队学习 



基于LCS的混合式工作场所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

究所的泛在学习研究团队于

2011年3月份开始应用LCS开展

基于项目的工作场所学习 



基于LCS的混合式工作场所学习 

 



动态形成的项目知识库（149） 



应用4：区域网络教研 
通过学习元平台，教师之间可以相互分享教学的经验。 

教研员可以设定几个教研主题的知识群，将相关学科教师
邀请为协作者， 通过集体的力量寻求教学研究的突破点 

还可以建立为不同的学科建立学习社区，鼓励同学科的教
师网上分享教学资源，交流知识、经验。 

 

 
全国300所跨越式实验学校，几千名教师
开展跨域协同教研 



应用5：网络教学 

区别与传统LMS，如BB、Moodle、Sakai、4A… 

除了具备资源管理、讨论交流、测试、活动设计…等教学支持
功能外 

 LCS融入更多Web2.0特征，关注知识网络和人际网络的构建 

能够承担高校的网络教学任务 

 

余胜泉教授开设博士生课《教育技术
新发展》，基于LCS开展网络教学 

15名博士生必选课，100人参与 



多种维度的学习方式 

Learning by reading/ learning by listening/ learning by 
watching (接受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acting （做中学） 

Learning by connecting（联系中学） 

Learning by re-organizing（重构中学） 

Learning by reflection（反思中学） 

Learning by communicating（交流中学） 

Learning by teaching（教中学） 

Learning by creating（创造中学） 

Learning by comparing（比较中学） 
 

 



• 近两年，火热的“微课”是一种适合
泛在学习的资源形态！ 



微课程现存问题 

 

 2.缺设
计 

3.缺交
互 

4.缺情
境 

5.缺评
价 

1.缺标
准 



微课程现存问题 

• 缺失标准引发的微课“乱象” 

• 无法支持完整学习过程（导、学、练、测） 

• 单纯浏览视频，缺乏学习交互（提问、测试等） 

• 无法进行学习结果的即时评价 

• 情境性不足，大多将原来的长视频进行切割 

• 没有考虑多终端呈现 

 



微课教育应用 

• 支持翻转课堂教学 
– 主要用于学生自主学习 

– 课前学生预习、课中辅助教师讲解（可以发挥CAI的作
用）、课后学生复习/练习 

• 移动与泛在学习，扩展学习内容，灵活学习 

• 开展微培训，将培训（教师培训、企业培训）与教
学、工作相互融合 
 
 
 
 
 
 
 



读书+听课+思考+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