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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m元数据在教育资源语义检索中的研究与应用 

刘 茜 李 华 

(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 重庆 400044) 

摘 要 介绍了Scorm的体 系结构及其元数据规范，描述 了Scorm元数据与本体以及语义检索之 间的贡献关系，重 

点介绍了学习对象的语义化过程，并且结合实际的高校课题给出了语义化实例，展示了 Scorm规范在教育资源语义 

检索中的重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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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Scorm structure and metadata standard，described the contributing relationship among 

Scorm metadata，ontology and semantic retrieval，and mainly described the semantization process of study object，in ad— 

dition，it presented the semantization example on base of the actual university subject，which shows the important appli— 

cations of the Storm norms in semantic retrieving of educatio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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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Scorm元数据规范的提出与应用 ，教育资源 的共享 

性与可重用性较低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然而其优势在 

语义检索中却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原因是其元数据本身缺 

乏语义信息，而本体却在语义检索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本体 

具备了良好 的语义关系组织，但要提高资源的共享性与可重 

用性还需要 Scorm规范的应用。本文在结合高校课题“基于 

本体，语义和语用的智能化教育资源应用平台”的研究背景 

下 ，给出了新的方案并得到了实际应用。 

2 Scorm标准的组成与元数据 

2．1 Scorm标准组成 

与 SCORM 规范 1．2版相 比，SCORM 2004增加了排序 

与导航功能，为学习者提供了更为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成为e- 

Learning标准的重要里程碑。这里介绍 了 SCORM 2004的 

体系结构，如图 l所示，Scorm 1．2与此类似，只是少了排序与 

导航部分。 

1．CAM(Content Aggregation Mode1)：内容 聚合模型， 

其提供了一个公共的方法把学习资源组合成学习内容。其由 

以下 3部分组成[ ]： 

(1)CM(content Mode1)：内容模型，定义了组成学习过 

程的内容构件术语。CM又包括 ： 
· Asset：微单元，是学习资源的最基本形式； 
· sCO(Sharable Content 0biect)：可共享 内容对象，一个 

或多个 Asset的集合，是学习资源实现互操作的基本单位 ； 
· CO(Content Organization)：内容组织，定义 了学习内 

容的组织结构。 

(2)Metadata：元数据，这里的元数据正是本文重点研究 

讨论的部分。 

(3)CP(content Packaging)：内容包装 ，即是对学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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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符合Scorm 标准的规范封装，其包含了内容清单文件和 

在该内容清单文件中引用到的各个子 目录下的实际物理资源 

文件。 

CAM~~容聚合模型 

RTE运行时环境 

圃 匝 团 
SN排序 与导航 

图 1 Scorm2004体系结构 

2．RTE(Run_Time Environment，运行时环境)，主要是将 

内容对象传递到学习者的浏览器中(例如发布学习内容)。其 

由以下 3部分组成： 

(1)Launch：启动，为学 习管理系统启动内容对象 (包括 

Assets和 SCOs)定义了一个通用的方法。 

(2)API：应用编程接 口，定义了内容对象与学习管理系 

统之间传送信息的一种通信机制，包括开始、结束、获取、存储 

数据等动作。 

(3)Data Model：数据模型，描述了在 Sc0与学习管理系 

统之间传送信息数据的模型，如SCO的跟踪信息、SCO的完 

成状态、停留时间等数据。 

3．sC0RM SN(Sequencing and Navigation)：排 序与导 

航，为教学人员提供了一种定义知识点先后学习顺序的机制。 

2．2 Seorm元数据 

元数据即是 “关于数据的数据”[2]，其提供一组描述资源 

对象属性 的集合，以便对它进行识别、分类、发现与获取。 

Scorm元数据规范并不是新的元数据规范而是采用 LOM 元 



数据标准对学习对象进行描述，Scorm标准定义了丰富的元 

数据信息，主要包含以下 5类[3’ ：内容聚合元数据(Content 

Aggregation Metadata)、内容组织结构元数据 (Content Or— 

ganization Metadata)、活动元数据 (Activity Metadata)、可共 

享内容对象元数据 (SCO Metadata)、微单元元数据 (Asset 

Metadata)，这 5类元数据的关系如图 2所示。LOM元数据 

中的具体元素在描述不同层次的资源时有 3种状态：Manda— 

tory(必备元素)、Optional(可选元素)、Reserve(保留元素)，由 

此组合成不同的元数据描述方案。Scorm元数据通过描述学 

习资源的相关属性，如资源的内容、适用对象、获取路径、使用 

目的、教学方法、技术要求等，可以帮助用户搜寻、选择、发现、 

利用和集成教育资源。通过元数据信息 ，可以实现对教育资 

源的分类、管理、查找、评价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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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种元数据的关系 

其中，内容聚合元数据可共享内容对象元数据以及微单 

元元数据 ，即 Scorm在 LOM 基础上提出的 3种级别的元数 

据核心元素集，可分别应用于不用粒度的学习对象描述。 

LOM将描述学习对象各方面特征的元素分为9个基本类别， 

每个类别又包含若干元素，具体的元素介绍可参考文献E43。 

3 Scom 元数据在语义检索中的应用 

3．1 语义检索，本体和 sc0ml元数据 

语义检索主要是基于概念匹配的检索方法，将传统方法 

中从用户查询和文档抽取出来的关键词替换为含有语义的概 

念，以此把关键字／词级的检索提升到概念级的检索 。而本 

体很好地表示了知识概念的组织及联系，再结合良好的本体 

推理使得本体在语义检索中得到了广泛而良好的使用。而 目 

前在教育领域，Scorm规范的提出与应用提高了资源的可重 

用性与共享性，但丰富的Scorm元数据因缺乏语义而使得其 

在语义检索中没有优势，而本体不仅为资源提供了语义基础， 

如语义标注(语义标引)、用户检索词优化和语义匹配等环节， 

而且提供了不同元数据之间的相互映射机制 ，可以实现异构 

系统之间的互操作，因此，在教育资源的语义检索中把本体与 

Storm结合应用充分发挥了各 自的优势 ，对于语义检索 SR， 

本体 O，Scorm元数据 SM 以及教育资源 ES，几者的相互贡献 

关系如图 3所示。 

e 

图 3 

b 

其中，0为<O，{OSR}，SR)，b为<SM，{SMO}，O>，C为 

(0，{OSM}，SM>，d为<ES，{ESM}，SM>，e为<SM，{MSE}， 

ES>，{OSR}与{OSM}分别表示从 0向 SR，SM 输入的贡献 

集合，同理{SMO}，{ESM}，{MSE}分别表示从 SM向0输入 

的贡献集合，ES向 SM输入的贡献集合，SM 向 ES输入的贡 

献集合，这里列出这些贡献集合的主要元素： 

{OSR}一{本体推理，概念模型，语义化资源等}；{SMO} 
一 {Scorm资源实体等}；{OSM}={语义标识等}；{ESM}= 

{资源实体}；{MSE}一{统一的描述规范，管理规范等)。 

3．2 Scorm资源的语义化 

<classification> 

<purpose> 

<source> 

<langstring 

xm1：lmag= eft >LOMvI．O<／langstring> 

<／source> 

<value> 

<langstring 

xml：long- en >Educational Level<／langstring> 

<／value> 

<Iourpose> 

<taxonpath> 

<souree> 

<langstring xml：]ang="en > 

匝 (taxnn J课程本体名称 I L二二二】 ：二 
＼<id>http：／ ．owl ontologies．co~ComputerC 

ompositioiOrinciple．owl#总线控制<／id> 

<entry> 

<langstring xml：1 

<／longstring> 

<／entry> 

<／taxon> · 

<／taxonpath> 

<keyword> 

<langstring xml：Iang= e1] >总线，总线挣 

$~<／langstring> 

<／keyword> 

<／classification> 

Scorm资源的语义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对检索资源进行语 

义标注的过程，通过笔者的学习与研究 ，这里的语义标注即是 

把资源内容的主要概念和知识点用本体中的概念或实例表达 

出来的过程，利用 Scorrn元数据的可扩展性l_2]，这里从本体 

中选择适当的概念或实例就可以对应相应的Scorra元数据 

描述 ，对于选择 Sconn中的哪类元数据进行扩展，通过研究 

以及在项目中的应用实践证明，选择第九类元数据<Classi{i— 

cation)(分类)l_5]就可以把学习对象划分到一个分类体系中， 

基于笔者目前所参与的高校课题“基于本体，语义和语用的智 

能化教育资源应用平台”以及其中的研究，由于项目中本体资 

源库和本体知识库的建设都是以知识点为基础建设的，因此 

研究中以知识点作为用户需求和资源匹配的中介，对于资源 

的封装我们也是采用 以知识点为单位进行 Scorm标准封装 

的，因此就可以用<classification>元素的“taxonPath”标签中的 
“source”标签对应本体名称，用“taxon'’标签对应本体 中的类 ， 

“ 对应本体 URI，用“entry”对应本体实例名称，如果一个知 

识点在不同的章节中出现也即是对应多个类，可以通过增加 

“taxon”标签来实现。在这里就以课题为例介绍 Scorm资源 

的语义化。本课题以大学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为实验素 

材，在本体的建设过程中按照领域专家指导的教学资源库的 

知识体系结构进行 10个层次的划分：门类-->--级学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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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科一>三级学科或学科方向一>课程一>篇知识一> 

章知识一>单元知识一>知识点一>子概念，在领域本体建 

设中把这 1O个层次划为 1O个类，这样如果提问词本身是一 

个本体的类，就可直接映射，而如果提问词是类的一个实例， 

则把提问词映射到这个实例的直接类上。以《计算机组成原 

理》课程为例，其中的一个 Sconn语义化片段如下。 

结束语 到 目前为止 Scorm标准基本上都是应用在课 

件的制作上，本文在结合实际的课题研究应用中，不仅通过对 

学习资源进行 Scorm规范封装，提高了资源的共享性与可重 

用性，还结合本体给出了Scorm资源的语义化方案并得到了 

实际的应用，并且使得以前语义检索中仅通过本体无法检索 

的图片、视频等资源通过知识点的划分与语义标注也得到了 

很好 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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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SV由于车辆节点只需向离其最近的十字路 口发送查询及 

更新分组，然后由簇首节点将其所管区域节点位置信息收集 

起来打包传输，定期在各簇首节点间交换位置信息表，在一定 

程度上省去 了 II)和 GPSR的协议 开销。因此 ，位置服务 

ILSV具有较低的 MAC和 RTR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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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MAC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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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RTR负载 

图 5 GPSR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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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位置服务负载 

整个网络层的RTR负载由GPSR负载和位置服务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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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组成 ，图 5表示 GPSR负载随节点移动速度的变化情 

况 ，图 6表示位置服务负载随节点移动速度 的变化情况。图 

4，图 5和图 6表明：位置服务所带来的协议开销占整个网络 

层协议开销的比重相当大。因此，尽可能地减少位置服务所 

带来的协议开销才是提高基于位置的路由协议性能的关键。 

结束语 由于网络初始化时 ，网络中的各节点都能够获 

得各十字路 口的位置信息，因此本文巧妙地将网络中各节点 

的位置信息更新到离其最近的十字路口。每隔一段时间十字 

路口选出一个最优节点在十字路口间交换车辆节点位置信息 

表，将网络中各节点的位置信息分布地存储在位于十字路口 

的位置服务器上。位置服务为基于位置的路由协议提供网络 

中目的节点位置的查询服务，基于位置的路由协议又为位置 

服务提供路由方式。下一步我们将把适用于车载Ad-hoc网 

络的基于位置的路由协议和位置服务进行整体融合，对其整 

体性能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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