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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遠距教學環境下的學習元件儲存體，除了分散、異質的特性外，如何配合隨時隨地、主動式學習

的新需求，以及強調倍化知識的共用與再利用性，進而影響學習元件儲存體系統架構是近來備受探討

的議題。即便已有多種穩定且廣受認同的標準在遠距教學應用領域推行，即便 ADL 已經試圖為紛亂的

課程元件儲存體架構找尋一個整合方案(CORDRA)，但實際環境所能提供符合搜尋需求而可再利用的

學習元件數量，卻是遠不如預期，觀察其問題，綜整如下： 

1. Web2.0 對於儲存體架構的影響 

如果無法將互動與分享的 Web 2.0 核心概念，導入原件學習儲存體的設計，那麼，儲存體的

功能就會侷限於傳統單純提供 LMS 所需之學習原件存取功能，而無法讓學習反饋等資訊有效輔

助驗證元件品質。 

2. 搜尋機制無法有效呈現網路資源的關係 

元資料(Metadata)是學習元件如何在資訊海中被搜尋到進而再利用或是學習的途徑。但如何將

元資料的描述能與使用者(含學習者與元件再製者)腦海中產生的搜尋關鍵字產生強關聯，是許多

學習元建置者容易忽視的問題。但是，依循 SCORM 標準所產生的課程元件或是 QTI 的測驗元件，

本就希望具有重複利用的特性，因而單純以關鍵字提供搜尋介面是無法提供縱向與橫向有用的學

習資源關係。 

3. 標準眾多所產生的元件共享問題 

學習元件儲存體與 Authoring Tool(AT)或 LMS 之間透過 SOAP、REST、WSDL 等技術進行訊

息之溝通。但，這僅限於同一套系統而言，對於不同的系統之間可能因為資料格式的不同而造成

訊息溝通與服務無法支援的問題，間接的也影響移動式學習的發展。 

二、研究方法 

綜上之問題，本計畫的研究方法，敘述如下： 

1. 建構多樣性學習元件儲存體 

在本計畫中，所謂多樣性學習元件包含遵循 SCORM 標準的學習課程、符合 QTI 的評量測驗

以及定義在前述標準部份元素中代表學習歷程的討論記錄(Discussion)。 

由於學習元件儲存體式依循 CORDRA 架構，因此，包含 Handle System 提供各類型學習元件

具唯一性的識別碼（Identifier）服務、Master Catalog 負責管理元資料、Object Registry 負責註冊、

搜尋、下載服務等三個部分。為了具備多樣性學習元件的處理能力，我們在 Master Catalog 資料

表中，增加了 Type 欄位。當元件上傳註冊時，一方面藉由 Type 欄位表現出多樣性學習元件的類

型，同時將上傳的學習元件元資料焠取出來存入 XML File 欄位，透過 XML 格式儲存元資料。使

得之後的查詢得以藉由 XQuery 直接進行標籤比對。 

本計畫在元件存入儲存體之時，透過兩個面向的元件關聯，建立學習元件間的知識概念，得

以作為後續有效搜尋機置的基石，茲將兩面向的建置說明如下。 

（1） 縱向關係建置：既然強調 SCORM、QTI 等標準的再利用性(Reusability)是為了降低學習元

件開發成本，因此，當此一目標越臻完善，代表再利用的學習元件數亦越為龐大，將直接



影響到搜尋回傳資料的呈現。如何將這些元件建立縱向的關聯，本計畫採取不同的學習元

件，針對不同的元資料元素進行判斷(如圖一)。 

元件 流程 

課程元件 

 

測驗元件 

 

圖一、縱向關係建置步驟 

利用學習物件可分享與可重複使用的特性，在課程元件存入儲存體時，同時建立起物件之間

版本的縱向關聯性。藉由上述方法能夠將時間以及版本的關係自動記錄在學習元件儲存體

中，對於學習資源的自動分類或是後續的搜尋物件，有著相當的幫助。 

（2） 橫向關係建置：同樣地，本計畫為了建立不同學習元件間的知識關係，我們仍然以元資料

作為關係建置的基石。由於縱向關係建置時，SCORM 是將其唯一識別碼是記錄在 Content 
Aggregation 層中，而 QTI 則是記錄在 ASI Model Information Model 的 Assessment 之中。

因而本計畫在此一年度的執行，則先以 Assessment 與一般課程元件的知識關聯為處理對象。 

2. 提出有效搜尋與反饋機制 

（1） 藉由有效資訊揭露，增加使用者對搜尋回傳元件選擇 

當學習元件存入儲存體後，不論是基於元件再利用的目的或是進行學習的目的，有效的搜尋

機制是儲存體良莠的關鍵。然而對於搜尋者而言，要明確的以文字(關鍵字)充分界定其搜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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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並非易事。呈現課程元件間縱向的關係(時間、版本)以及表現課程元件間的橫向關係(概
念)儲存體必須要有足夠的資訊，以便於學習者能藉由課程元件間的關聯，選擇適當的學習元件，

進行學習。本計劃針對各種不同規格的學習元件建立其縱向與橫向的關連性，進而作為服務使用

者更加便利搜尋機制之依據，讓課程元件儲存體能夠提供適當的學習元件作為搜尋結果，使用者

能夠獲取更多相關的資訊。 

在建置多樣性學習元件儲存體時，所產生之元件縱向關聯，本計畫將之以 呈Reusability Tree 
現，可以輔助使用者獲得學習元件演進的順序；再藉由元資料的比較來計算學習元件之間相似程

度以及差異程度來提供龐大的 Reusability Tree 回傳時，輔助使用者快速選擇。 

首先，我們將所有的元資料分成六類，根據六種分類再歸納出一個方法，如下所示，可以比

較兩個學習元件元資料的內容並計算出其相似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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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match 所獲得的值，進而推衍出相似度與差異度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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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度 Similarity 為比較兩個學習元件之間所有項目的 metadata，將 match 方程式計算結果進

行加總並除以學習元件內 LOq 所有 metadata 個數，其中將給予方程式一個門檻值，可將 metadata
差異較大的部份加以忽略，避免雜訊影響方程式的正確性。而差異度 Diversity 則是以相似度

Similarity 為基礎，計算兩學習元件之相似性並取其倒數之對數值，最後以兩者之平均為差異性，

因此差異性方程式為對稱性方程式，可用於表示任意兩學習元件之間的相異程度。 

當一個查詢者以某項搜尋條件進行搜尋時(如圖二之 LOq)，其查詢目標必定為圍繞在與搜尋

條件相符之學習元件四周。查詢者可能僅需要與搜尋條件相符之內容，然而某些時候查詢者可能

需要更多的參考資訊，因此需要的不僅僅是完全與搜尋條件相符的資訊，某些與搜尋條件不相

符，但是卻與搜尋條件有著密切關係的資訊極可能是查詢者渴望想要的，這些與搜尋條件不符的

額外資訊雖然無法藉由傳統的搜尋方法來發現，但是藉著 Reusability Tree 與相似性/差異性計算

的方法的建立，則可以明確地出示於查詢者面前。根據此方法可計算 Reusability Tree 之間各個課

程的相似性，並呈現在搜尋結果上，如圖三所示，使用者便可藉由相似程度的高低，當作選擇所

需課程的參考。 

 

 

 



 

圖二、相似度與差異度運用在查詢的例子 

 

圖三、相似度與差異度的系統查詢畫面 

 

（2） 建立存取學習元件的反饋機制 

本計劃透過 Tools Interoperability 技術，建立與 Authoring Tool 及 LMS 溝通管道，藉由兩系

統之間所獲取的資料了解各項數位儲存內容之間的重要程度與相關性，並且回饋到學習元件儲存

體系統上，進而根據使用者的互動，將學習元件儲存體儲存內容進行排序，再將之回饋至 Authoring 
Tools 與 LMSs 的使用者，以提供更合適的內容強化使用者的使用經驗。產生的資訊在進行搜尋

時，以圖四的方式呈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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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系統查詢推薦使用者參考資訊畫面 

三、結果與討論 

 
對於學術研究之成效 

程資源之再利用性與共通性：導入眾多「標準化」之規範，藉由標準化間的溝通，

進行數位學習元件品質的管控，並透過本系統取得相關教學資源，以進行新增或編修等再利用

之綜效，藉由課程資源共享形式促進數位學習內容課程之發展。 
提供課程編輯者一個能同時規劃各類型學習活動（如同時包含課程內容元件與測驗評量元

件），並促成教材內容之標準化，達成教材共用、資訊分享之目標。

3. 藉由良善之搜尋機制規劃，提供一個具多面向搜尋結果資訊的介面，提供學習者一個高度主控

1. 增進學習課

2. 
 

 性的自律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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