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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学习内容创作；语义网；社会网络



语义网技术已经应用在学习内容创作的许多方面，包括语义标注、
语义搜索、动态聚合及学习内容个性化。同时，社会网络服务通
过对创作者协作行为支持在创作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呼应标题）



语义网技术和社会网络是否能够带来创作过程的提升？在何种程
度上使得创作者更简单化？（提出问题）



基于实验做了实证研究，实验是基于新的文档框架原型-SDArch。
SDArch 两大支柱是语义网技术和社会网络。
实验结果显示，在创作中SDArch的应用能提升用户表现（利用传

统工具比较）和用户满意度（文章从做了什么工作、采用了何种
方法、结果如何方面支持对上述2个问题的回应）



 学习内容从零创作是一项困难和费事费力的工作。很多创作者是通过重
用和修改已有的学习内容进行创作而不是从零开始(Betty & Allard, 
2004) 。学习内容一方面是教学和学习，另一方面就是共享和重用。需
要提供一种有意义的资源获取方式来重用学习内容。

 很多研究者针对重用问题利用语义网技术实现学习内容的标准化和语义
标注(Duval et al., 2001; Jovanović et al., 2006)。利用语义标注的研
究显示该方法能够提升学习内容创作的现状问题，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问
题：

 （1）相对于传统的元数据标注，基于本体的语义标注是前进了一步，然
而当学习内容通过语义标注之后能实现学习内容有效检索，那么语义检
索的潜力也就用完成了。因此，不仅需要语义标注，而且也需要学习内
容之间的关联框架及逻辑断言。

 （2）目前的学习内容分散、孤岛、访问受限与Web2.0背道而驰
（(Berners-Lee et al., 2006).

 （3）资源库虽然提供基于LO标准的联邦检索协议进行大文档检索，但
是用户更倾向于重用原始的学习内容文档（PDF、Word）一部分内容
(Jovanović et  al.,  2006).。

 （4）虽然传统的创作工具支持协作活动，但是应用多是面向个人、社会
化活动关注较少。在内容创作中，学习内容创作者之间的社会化关系及
其资源的利用方式是有用的信息。



 语义文档框架-SDArch（作者开发的原型）来解决上述问题。

 目前，语义网技术应用与学习内容创作已有研究(Duval  et  al.,  2001;  
Dodero et  al.,  2005;  Jovanović et  al.,  2006;  Henze,  2005),

但是上述研究没有提供实验数据来验证， 在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and satisfaction程度方面还无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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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义网技术应用在learning  content  authoring：语义
标注为实现发现和重用(Duval  et  al.,  2001) ，利用本
体和语义协议实现学习内容的协同创建(Dodero et al., 
2005)，利用语义网技术实现学习内容的动态聚合和个性
化(Jovanović et al., 2006; Henze, 2005) 。

 社会网络应用在E-learning中：educational  social  
software(Anderson, 2005)，社会网络工具支持E-
learning中的社会性建构(Friensen et  al., 2004)，支
持自我控制(Klamma et al., 2006)、基于问题的和协作
行为(Gillet et al., 2008)，与LMS整合(Gillet et al., 
2005) 。

 提出从实证的角度还缺乏相关研究。



 课程内容创作-动机场景描述（讲故事方式描述）

 Mark的课件在一系列工具支持下提供4种新的服务



 社会网络服务：支持相同教学内容人组建社会网络。
 课件文档转换服务：支持课件文档内容单元的语义标注、标识和重用。
 语义检索服务：支持课件文档内容单元的语义检索，并跟踪记录内容单

元交互数据。
 浏览服务：支持语义链接关联内容单元。



Semantic Document: 
特征（unique identification, semantic annotation, and 

semantic linking）

整合（ the desktop information space and the information 
space of the online social network communities）

① Semantic Document Model – SDM

② Semantic Document Architecture – SDArch

③ SemanticDoc Tools 



 Semantic Document Model – SDM

 SDM ontology-formal specification of S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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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core part of the SDM ontology:定义内容单元
类型及其结构化关系类和属性。

B. The  annotation part of  the SDM ontology ：定
义描述标注的词汇，如描述DU 标注类型semantic  
annotation,  social-context  annotation  and  
pedagogical  annotation. 如描述教学角色 (e.g., 
abstract,introduction, conclusion, definition, 
explanation, description, illustration, example 
and exercise) 。

C. The semantic-linking part of the SDM ontology ：
定义内容单元语义链概念。

D. The change-tracking part of the SDM ontology：
定义内容单元可能的变化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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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了评估的假设(3个方面）如下：



task-based comparative evaluation (Whittaker et al., 2000)
goal-question-metrics (GQM) measurement model (Bastili et al., 1994)

subset of questions/statements from the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Ease of Use questionnaire (Davis, 1989) 

a conventional Windows 
system equipped by regular MS 

Office

a Windows system featured by 
SDArch services and MS Office 

extended by the SemanticDoc tools



participants完成 a set of tasks(最开始情境）

a conventional system a SDArch system

seven slides 

user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and  satisfaction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satisfaction 

tracked how many and which tasks 
participants could complete successfully by 

using the two systems.

measure how efficiently participants were 
in completing the evaluation task(execution 
time, the number of mouse clicks and the 

number of window switches). 

evaluate which of the compared two 
systems the participants liked more and 

why



 评价标准及方法矩阵



 实证研究中的被试选择(5个专家用户—6个参与者）



the preparation phase
(to create SDArch social network, to collect the evaluation document set, 

and to familiarize the participants with the SDArch services and tools) 

1.initiated the SDArch social network by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 
manager tool and created a software design patterns interest group.

2.transformed initial 20 documents from archive into semantic 
documents and added them to the group’s shared sds repository

3. participants register to SDArch social network and to join the group

4. participants transform and publish some of Office documents to the 
group’s semantic document repository

5. One week after initiated the software design patterns group,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shared sds reached 50 documents

created a simple web-based file upload form application 
and upload the original office documents  for the conventional system



 评价过程包括2个阶段

observation  phase
(screen-recording  software)

分成2个控制组分别按先后顺序使用
onventional system 和SDArch system

feedback  phase

（questionnaire）



 问卷包括9个问题，采用5-level Likert scale 
(Gediga et al., 1999) ，S1-S5 收集对系统使用的
主观性评价，S6评价学习易用性，评价系统易用性，



 任务完成时间



 任务完成时间统计、t检验



 鼠标点击次数统计



 窗口切换统计、t检验



 用户主观评价



 实证研究表明语义网技术和社会网络为创作过程提供有效
支撑。未来做长时间、多用户评价及复杂的采集数据分析。



 该文提供了较为完整和深入的实证研究的范例。

 提供了特色系统设计与描述框架。

 提供了两个系统的比较方法。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文章写作思路、组织结构方面的值得借鉴。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