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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源技术规范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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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元的提出

2009

余胜泉教授
提出

学习元

泛在学习环境下的资源组织模型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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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动态重组的基本单元

• 标准化特性
元件

• 可成长的萌发性资源

• 吸收群体智慧
元始

• 根据意义关联形成网状连接

• 智能性、通讯能力
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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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无法进化等方面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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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性
 进化发展
 联通性
 内聚性
 智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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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学习内容

学习活动

促进深度学习：学习内容与学习活动整合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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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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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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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内容 引入资源

添加外部链接

人际网络发表评论 做批注

V1.0 V2.0 V3.0 V4.0

贡献内容+内容资源评价+丰富人际网络+引入外部链接+标注语义属性+进化过程信息→稳定版本

前驱

相似

相关

后继

相似
上位

相似
相关兄弟

属于
生产

时间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五、体现资源的生成性
 在结构中设计用于保存用户在使用学习资源的过程

中产生的信息，如讨论时的发帖、练习的反馈、评
价的结果等

 学习元 中持续着保存学习元 使用过程中的生成性信
息，包括用户的基本信息、交互过程中产生的信息、
对学习元 历次更新的信息等等

 Not Presetting, But Generating!



学习元与其他资源模型的比较

标准化设计 共享范围层次 可进化 资源建设主体

积件 否 教学素材 否 学习内容开发商

学习对象 是 结构化的教学内容 结构可重组 学习内容开发商为主、

教师为辅

学习活动 是 内容以及附加的教学设计、教学

方法、学习过程

结构可重组 教师具备更大的自主

创作能力

学习元 是 完整的学习信息，不仅是当前的

内容，还包括内容的历史记录；

不仅是内容传递，还有活动、工

具、练习和评价，支持完整的学

习流程；不仅是创建者预设的信

息，还包括学习者学习过程中产

生的生成性信息和社会性网络

内容和结构都

可以动态演化

所有的参与者都可以

是创作主体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六、基于过程数据的发展性评估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学习评价
输出

学习服务

学习工具 学习资源

学习目标

学习
活动

学习过程

信息

学习结果

信息

实施
阶段

设计
阶段

评价
阶段



原型系统
（http://lcell.bnu.edu.cn）

http://lcell.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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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一：基于知识本体的资源组织

资源实体

知识本体

知识模型

知识实例

采用自下而上的知识本体构建
方式：

1.设计通用的学科本体模型

2.支持用户在此模型上自由扩
展

3.在使用过程中动态聚合、竞
争、融合、优胜劣汰

1



特色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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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通用知识本体模型的本体创建与标注

1



特色二：内容与学习活动整合

内容与活动、资源的无缝
整合，实现了浏览内容与
参与活动两种学习方式的
融合，使学习者可以在学
习内容的过程中，自然而
然的进入与内容密切相关
的学习活动，实现更好的

学习体验。

2



特色二：内容与学习活动整合 2



 协同内容编辑

嵌入活动

嵌入工具

使用模板

特色三：内容协同编辑与版本控制 3



特色三：内容协同编辑与版本控制

 版本控制

学习笔记 评论

版本1

学习笔记

学习者 学习者 学习者

版本1.1

学习笔记 评论

版本1.2

学习者学习者

学习者

学习者

版本1.3

评论

学习者

正式版本1 未归档版本1 未归档版本2

版本2.0

学习者

正式版本2

1. 促进个体知识
与公共知识的转
化

2. 保存观点和主
题演化的完整路
径，为学习者从
历史的角度观察
学习资源提供了
完整的情境

3



特色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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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特色三：内容协同编辑与版本控制

 版本对比

3



特色四：资源与人两两动态联系 4

在知识网络中可以
了解知识群中各学
习元之间的关系，
以及知识群的成长
状况，从知识的整
体结构上进行把握
和学习，同时还可
对知识群内的学习
元进行管理，如将
不相关的学习元删

除。

资源与资源关联



在人际网络中可了
解当前与知识群有
关的用户群体以及
知识群受关注的程
度，对感兴趣的用
户可加为好友、互

相交流

人与人关联

特色四：资源与人两两动态联系 4



在KNS网络中我
们可以看到与学习元
紧密相关的其他学习
元，以及与这些学习
元紧密相关的人。我
们可以选择与当前学
习有紧密关联的学习
元进行学习，或将相
关的学习元组织成一
个知识群，也可与相
关用户进行交流学习。

特色四：资源与人两两动态联系

人与资源关联

4



特色五：开源工具服务集成 5

 支持opensocial规范

 嵌入外部的gadagets小工具



特色五：开源小工具服务集成 5



特色六：支持多种方式创建 6



特色六：与SCORM的转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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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七：个性化学习空间 7



特色八：互动学习社区 8



特色九：语义标签导航与聚类 9



日常管理



1、基本要求

 所有成员周一到周五全天须在实验室工作、学习，有课、讲座、会议、
出差等除外，早上最晚9点要到实验室；

 每个成员每周要有工作计划，严格按照进度完成任务，并在例会中按任
务计划进行工作汇报；

 所有成员在系统、相关功能出现问题时应随时能联系到，并及时解决；

 所有成员均须积极参与项目的各项工作、会议、活动。

 读研期间，研究生要求至少发表一篇文章，博士生至少要求发表一篇
SSCI论文，文章投稿之前，必须经过老师审阅，不得擅自投稿，经老师
审阅过的文章发表版面费用，实验室负责。

 实验室鼓励参加各种正规的学术会议，国内学术会议，论文全文录用后，
实验室支持参加交流，境外高水平国际会议，全文录用后，实验室可支
持参加境外会议。

 各种购买的图书，须集中存放在实验室会议室书架，共享使用。购买图
书后请在“学习元项目”学习社区的“公用图书”讨论板块中发布，同
时发布公告告知大家新增图书。



2、任务管理

 所有成员须严格按照商定的时间节点完成自己的任务；

 所有成员在完成任务过程中，须严格保证任务质量，并随时接受
任务进度检查；

 所有成员在完成任务过程中，若遇到任何困难应及时提出、寻求
他人帮助，不能等到截止时间才提出；

 如果任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负责人须说明具体有效原
因，并须尽快完成任务；

 如果任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负责人无法说出具体有效
原因的，属于无故拖延任务，无故拖延任务者须接受批评，并应
尽快完成任务。

 无故拖延任务两次以上者，将被通报余老师。



3、bug free



4、技术培训



5、文献分享



6、学习月报



7、小组纪要



8、平台更新发布



9、小组社区



10、代码以及文档管理

代码

https://59.64.38.57/svn/lcCodeLinux

虚拟目录

svn://172.16.181.170:3391/lcVirtualStorage

技术文档

svn://172.16.181.170:3391/lcDoc

https://59.64.38.57/svn/lcCodeLinux


11、保密制度

 服务器用户名、密码，除了负责服务器管理员、项目相关管理者
外，一律对外界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服务器管理员对服务器
的安全负有直接责任；

 系统后台超级管理员的用户名、密码，除了本项目成员外，一律
对外界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一经发现，严厉处罚；

 系统的各类文档以及文档下载的SVN地址、用户名、密码等，除
了本项目成员外，一律不可外传；一经发现，严厉处罚；

 系统代码以及代码下载的SVN地址、用户名、密码等，除了本项
目成员外，一律不可外传；一经发现，严厉处罚；

 凡是涉及到本项目的其他各类文档、资源，若无允许，均不可外
传，一经发现，严厉处罚。



12、请假制度

 日常会议、Seminar、讨论等项目事宜如无法
参加，应及时（至少提前一天）请假，邮件需
抄送余老师；

 长时间的外出需向余老师请假说明。



http://cell.b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