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6卷第4期
2023年8月

高等继续教育学报
JournalofContinuingHigherEducation

Vol.36 No.4
Aug.2023

收稿日期:2023-03-15
基金项目:山东开放大学2022年度专项课题“终身学习资源结构、类型、标准及开发框架研究与实践”(2022ZSJC001Z);黄河流域开

放大学联盟2022年联合科研攻关项目“开放大学非正规与非正式学习成果微认证机制研究”(HHLMKT202201);山东
开放大学老年教育研究专项(重点)课题“终身学习视角下老年开放大学课程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研究”(2021LNJC01Z).

作者简介:韩磊(1974—),男,山东开放大学副处长,副研究馆员,硕士,研究方向:终身教育,教育数字化;
王丽娜(1983—),女,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学习成果认证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学分银行,教育信息
化,远程教育.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策略制订、框架构建
及指标设计

韩 磊1,王丽娜2

(1.山东开放大学,山东 济南250014;2.国家开放大学,北京100006)

摘 要: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的规范与标准是推进一流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使优质资

源易学习、易管理、易分享成为可能的重要保障。本文系统分析了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的

制订策略,包括承接基础标准、构建元数据模型、扩展非正规学习标准、预留资历框架接口、前
置学分银行要素、完善衔接性设计、融合数据治理、注入联通主义基因等。在阐明该标准框架

的理论基础、政策基础和实践基础上,构建了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框架。遵循自顶向下引

用国家标准并扩展特色参数的原则,设计了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建设的指标体系。本标准框

架及指标在山东开放大学推进一流学习资源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中表明,其应用提升了学习资

源建设的有效性及有用性,为教育数字化标准体系的规划和研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教育数字化;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元数据;国家资历框架;学习成果

中图分类号: G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987(2023)04-0020-0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教育数字化战略背景下,通过标准体系引领

优质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建设,为学习者提供开

放、灵活、便捷的学习资源,是终身学习教育体系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

进教育数字化战略,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

社会、学习型大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

提出“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
“完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等目标和要求。《“十四

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开展终身数字教育”
“发挥在线教育、虚拟仿真实训等优势……不断优

化各级各类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数字化终身学

习资源已然成为终身学习的重要支撑。优质数字

化终身学习资源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给数字化

终身学习资源标准的研制带来了新的任务和

挑战。

一、研究综述

专家学者在数字化学习资源相关标准理论研

究中一致认为,标准必须在发展中迭代升级。随

着新的学习技术标准的出现,以及原有技术标准

的更新,数字化学习技术标准会呈现出新的趋

势。[1]学习资源标准的发展引领资源建设和共享

实践活动的发展,是学习资源研究和应用的“制高

点”。[2]当前对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标准建设出现了

较为迫切的新需求和趋势:一是数字化转型要求。
吴砥、李环和尉小荣指出:当前国际教育数字化转

型主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教育资源”“教
育教学创新”“数字素养提升”“标准规范研制”“数
字伦理安全”六个方面。[3]二是教育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需要。柯清超认为,如何优化数字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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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结构,推动供给侧改革,是教育信息化发展亟

待解决的问题。[4]三是适应泛在学习环境要求。
余胜泉认为,泛在学习作为非正式学习形式,缺少

即时的教师指导,学习资源成为支持其学习的唯

一载体,因此学习资源的定义、组织和描述成为泛

在学习有效发生的关键。[5]

关于数字化学习资源标准的建设策略,研究

者们得到了一些共识。一是标准要为用户体验服

务。原因是数字化资源的开放与共享离不开底层

标准研究[6],而开放和共享等服务的提升是改善

用户体验的基本要求。二是标准要重视元数据等

基础标准。原因是海量学习资源的存储管理、快
速定位、资源交换,需要相关的元数据标准。[7]三
是数字化学习资源标准是一系列子标准的集合。
原因是现有关于资源的标准包括内容的信息模型

标准、元数据标准、分类标准以及内容包装标准

等。[4]四是标准要与现代教育形式相结合。原因

有“终身教育资源需求的主要特点首先体现在资

源内容、学习工具和技术以及学习时间的多样性

和灵活性上”[8],“学分银行运行体系下的课程标

准建设要遵循指导性、模块化、标准与评价融合等

原则”[9],“联通主义视域下,现有高职教学资源的

建设和应用存在生产模式单一、生长性较弱、连接

和组织低效以及学习环境不够开放等困境”[10]。
终身教育不是阶段性教育的简单相加,终身

教育有自身的规律及范畴。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

标准必定是数字化学习资源标准和终身教育规律

的交集。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具备泛在性、多样

性、灵活性、阶段性、衔接性、连贯性等多方面的终

身学习特征,这些特征的数字化表述是否规范、有
效,会对终身学习资源的组织方式、检索效率产生

重要影响。
本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开展数字化终身学

习资源标准制订的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框架、
设计指标,通过实证研究,推动山东开放大学一流

学习资源的规划与建设。

二、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制订策略

(一)承接基础标准

教育数字化相关基础标准是数字化终身学习

资源标准的根本标准。必须与相关基础标准对

接,形成以基础标准为主体、自顶向下的标准体系

或标准树。基础标准一般是指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是体系内其他标准的标准,基础标准是教育数

据标准化对象的共性因素,是对术语、定义、标识

符、技术通则和要求等所作的统一规定,在教育数

字化范围内可以直接应用,也可以作为制定教育

相关标准的依据和基础。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

准具有技术与终身教育的双重属性,呈现系统化

和层次化的架构形式,标准体系建设要在承接基

础标准的前提下,做好终身学习资源扩展指标的

定义。当前相关基础标准主要有国际通用标准和

我国CELTSC研制的GB/T21365—2008等,通
过对基础标准的规范引用与对接,制定符合终身

教育实际的扩展规范。承接基础标准对促进数字

化终身学习资源的规范、共享、对接及转换具有重

要的意义。
(二)构建元数据模型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标准是数字化终

身学习资源标准体系中的核心标准,它是描述或

标识终身学习资源内容和特征的数据,是关于数

据的数据,方便资源检索、获取、共享与管理。相

对普通数据而言,教育资源的元数据是更高层面

上的数据,在网络教育方面发挥着巨大的技术支

持作用。[7]构建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标准,
一是要做好规范引用,其参数指标及定义必须规

范引用有承接关系的前序标准,如学习对象元数

据的 GB/T21365-2008标 准、学 习 资 源 分 类 的

GB/T28825-2012标准。二是参考还未形成标准

的行业规范等,如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相关规范要

求。三是有效扩展终身学习资源要素的特征值,
比如与学分银行标准对接的知识、技能、能力等指

标,与资历框架或学习成果框架对接学习成果等

级指标等。通过定义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

模型统领相关标准的建设。
(三)扩展非正规学习标准

终身学习体系是以终身学习理念为引领的学

习系统,是包括正规学习、非正规学习和无定式学

习(也叫无一定形式或非正式学习)在内的各学习

领域之间有机联系的整体。[11]其中正规学习主要

通过学历教育实现,而非正规学习、非正式学习主

要通过非学历教育完成。随着建设学习型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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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学习者对终身学习的内容、种类的需求日益

增多,学习形式也由单纯的学历教育为主逐步转

向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等多种教育类型并举的

局面。在正规学习资源标准相对成熟的基础上,
扩展完善非正规学习资源的标准,促进正规与非

正规教育资源体系化、融合化发展,有利于不断扩

充优质终身学习资源种类,增加个性化学习途径,
畅通终身学习通道。

(四)预留国家资历框架接口

资历框架是走向终身学习和教育现代化的政

策工具。[12]国家资历框架统筹数字化终身学习资

源标准体系,体现个体发展过程中学习成果的等

级,是学分银行系统完成学习成果认定、积累、转
换的基本依据。当前国家资历框架尚未出台,比
较成熟的地方或行业资历框架有《广东终身教育

资历框架等级标准》《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学习

成果框架》等,用于统筹所属区域内高等教育、职
业教育、继续教育融合发展,对正规学习与非正规

学习产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存储、管理。数字化终

身学习资源标准要预留国家资历框架等级接口,
体现终身学习资源学习成果的衔接性、可比性和

转换性。
(五)前置学分银行标准要素

学分银行是终身学习的“立交桥”。2020年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要求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推动多种形式学习

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13]提炼学分银行课程

标准、行业标准、认证单元对学习资源的一致性要

求,将其前置于终身学习资源标准建设中(如标识

学习成果属性等),从学习资源建设源头承载学分

银行规范特征及要素,从而形成体系化、可扩展的

标准框架。前置学分银行属性的终身学习资源有

利于学习成果的认证与流通。
(六)完善衔接性设计

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不是阶段性教育的简单相

加,终身学习的衔接性设计是终身教育规律性与

层次性的体现。终身学习体系的衔接性定义以各

阶段教育子系统的准确定位为前提,各子系统只

有准确定位,差异发展,才能满足个体发展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14]因此,终身学习资源标准要不断

完善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的衔接性设计,首

先实现资源在子系统内的标识与定位,满足不同

类型个体成长的学习需求;其次强化各阶段子系

统之间的契合点、开放程度和共享程度,促进教育

子系统的协同运行,方便不同阶段的学习者获取

目标资源,增强终身学习体系的关联性。衔接性

定位目标是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中有区分度

的分层、分类参数。
(七)融合数据治理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是数据治理的基

本保障。结合数据治理需求的资源标准,可以

提升数据质量、保证数据安全,为数据治理服

务。体现数据治理特征的资源标准,可以进一

步提高资源管理的互操作性,打破数字化学习

资源管理壁垒,实现资源在教育体系纵向、横向

的流通与共享。
(八)注入联通主义基因

高质量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的本质是教学规

律的正确运用。在互联网+教育时代,教学时空

由传统面授形式扩展到现实与虚拟结合的线上线

下混合模式,知识的获取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
联通主义不只是学习理论,更是“互联网+教育”
的新本体论[15]。联通主义学习理论作为面向数

字化学习时代解释学习复杂性的重要理论,经过

10多年的发展已建构起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16]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要体现科学性、时代性,
回归教育本质,其标准要注入联通主义的教学基

因,在资源建设的教学设计中体现联通主义的教

学观,在资源的类型设计及指标中体现联通主义

的知识观,通过使用数字化时代的教学理念,提升

学习者数字化素养和能力,逐步将学习资源制作

的技术驱动转变为服务学生驱动,推动数字化终

身学习资源更好地服务学习型社会的发展。

三、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框架的构建

(一)框架结构的理论基础、政策基础与实践

基础

1.理论基础。标准框架是对数字化终身学习

资源结构特性进行规范、约束的一系列指标或要

求,标准框架中的子标准分别对应于资源结构可

分解的内容项。关于数字化环境下学习资源的结

构已有充分的研究,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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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建议书》指出:开放教育资源的内涵不仅指

教学材料,还包括相关工具、平台、元数据、标准、
图书馆和其他资源库、搜索引擎、保存系统和前沿

技术。[17]数字化终身教育资源不仅包括内容资

源,还包括学习/内容管理软件、内容开发工具以

及发布数字资源的标准和许可协议等。[9]数字化

学习资源是结构化的学习资源,即使用IMS内容

包装规范打包好的学习资源。[18]可见,数字化学

习资源结构与纸质印刷品等资源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除了资源实体还包括了数字化标准、相关工具

及其载体。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框架的内容

要与学习资源的内涵一致,形成完整的系列标准,
才能更好地保障学习资源的共享与开放。

2.政策基础。教育部2022年全面启动教育

数字化战略行动,推动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关
于教育系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通知》进一步强调“要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不

断健全教育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数字化终身

学习资源标准作为教育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的子

集,在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在规划建设中要遵循数字化标准的关联性、系列

性等特征,构建完整的规范体系,更好发挥标准的

作用,实现资源纵向、横向的贯通使用。

3.实践基础。在实践中,数字化学习资源标

准体系的再造与重塑已经成为数字化转型的热点

之一。2022年10月由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

司委托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研制的

“智慧教育平台系列标准”进行了意见征求[19],包
括《智慧教育平台基本功能要求》《智慧教育平台

数字教育资源技术要求》《数字教育资源基础分类

代码》《教育基础数据》《教育系统人员基础数据》
《中小学校基础数据》《教师数字素养》在内的7个

标准于2023年2月13日正式发布,成为教育行

业数字化应用的参考标准。智慧教育平台的系列

标准不仅是平台自身的标准,也是进一步发展完

善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的重要参照。
(二)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框架构建

根据前述标准框架结构的理论基础、政策基

础和实践基础可知,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不

是单一的规范,而是由结构化、层次化、系列化的

子标准组成的框架。本文将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

标准框架分为纵向标准体系和横向标准体系。
纵向标准体系是指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

之间具有承接和顺序关系的标准集合:学习成果

框架、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标准、数字化终

身学习资源分类与代码标准等。
横向标准体系是指实现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

标准中具有关联和协调性的标准集合,包括正规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非正规数字化终身学

习资源标准、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制作技术标准、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库(管理平台)技术标准等,
见图1:

图1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框架

四、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的指标设计

本文遵循自顶向下引用国家标准并扩展终身

教育等特色参数的方法,基于数字化终身学习资

源标准框架,以山东开放大学数字化终身学习资

源规划建设为例,进行相关指标体系设计,并开展

实证研究和合理性验证。除学习成果框架、正规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参照国家开放大学已经

研制的成果外,其它标准项的指标如下:
(一)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标准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标准是开放大学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体系的核心。它是学校

服务终身学习领域,用于定义数字化学习资源数

据的数据,用其描述或标识学习资源的内容和外

观特征,实现资源的统一管理、检索、发现、获取与

共享。制定元数据标准是有效治理数字化终身学

习资源的条件和基础,学习资源建设和管理者通

过一致性的指标参数,以统一的模式开发、规划、
建设资源,确保资源根本属性的一致,保障资源在

泛在学习环境下的兼容性,为各类平台和工具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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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数据共享、对接和互换提供支撑。
山东开放大学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标

准设计有三个方面需求:一是考虑支持学习资源

的一体化建设,保障代码的标准性、科学性、统一

性;二是完成开放大学年度学习资源情况汇总、统
计决策等功能,如“教育事业统计”“开放教育统

计”“成人教育年报”;三是夯实学习资源应用软

件、学分银行系统、资源库等平台的建设基础。在

设计山东开放大学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指

标时将元数据的一致性、通用性、概括性、互操作

性等作为设计原则,在规范引用国家标准(GB/T
21365-2008)和《智慧教育平台数字教育资源元数

据信息模型(征求意见稿)》参数基础上,结合学校

服务终身学习体系构建需求进行扩展,制定了山

东开放大学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的元数据标准。
其基本结构共包括两部分,分别为必须遵守的符

合终身学习资源要素的数据元素(基础集)、服务

于开放大学教学需要的资源特色属性的数据元素

(特色集)

1.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基础集。符合

终身学习资源要素的基础集数据元素指标项是任

何类型的学习资源都需具有的标准属性,学习资

源规划与建设需要严格遵照。基础集数据元素指

标项有16项,其项目和属性值见表1。
表1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基础集)指标项

编号 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 国家/行业标准引用源 解释 值空间

1 学习资源对象名称 GB/T21365-2008(1.2标题) 学习资源对象名称 英文字符用半角形式

2 资源内容描述 GB/T21365-2008(1.4描述) 内容描述 英文字符用半角形式

3 关键字 GB/T21365-2008(1.5关键字)
用以描述教学资源

内容 的 关 键 词,可
以有多个

英文字符用半角形式

4 学习资源组织结构 GB/T21365-2008(1.7结构)
教学资源的基本组

织结构

原子、线性、层次、网状、集合、

其他

5 学习资源作者 GB/T21365-2008(2.3.1角色)
描述教学资源的作

者
英文字符用半角形式

6 学习资源格式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数字教育资

源元数据信息模型(4.1格式)

教学资源在技术上

的数据类型。该元

素用于确定教学资

源所需的运行软件

视 频 (F2)MP4(F201)AVI
(F202)RV(F203)等详见模型

词汇表

7 学习资源存储大小 GB/T21365-2008(4.2size) 二进制存储单位 单位:Mb

8 学习资源类型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数字教育资

源元数据信息模型(5.2学习资

源类型)

学习对象的具体类

型

学习网站、网络课程、数字教

材、教育游戏、教学工具软件、

虚拟仿真系统、教学案例、习
题(试题)及测评系统、数字图

书馆资源、数字化场馆资源、

教学素材

9 适用对象
数字 教 育 资 源 基 础 分 类 代 码

(JY/T0644-2022)
按照资源分类路径

完成

技校0V01;职高)0V02;中专

0V03

10
学习 资 源 所 属 学 科

专业

数字 教 育 资 源 基 础 分 类 代 码

(JY/T0644-2022)

该类别描述教学资

源在数字教育资源

分类系统中所属的

类别

基础教育学科SB;语言与文字

SB01;语文SB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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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 国家/行业标准引用源 解释 值空间

11
资 历 框 架 等 级 (预
留)

对接资历框架预留

12 教育成果形式 非引用的扩展值
正规 学 习、非 正 规

学习、非正式学习
学历教育或非学历教育

13 教育类别 非引用的扩展值
终身教育应用中的

具体形式

取值 于 符 合 实 际 的“数 据 字

典”

14 学习结果描述
引自国家开放大学学

分银行“认证标准”部分

学习结果是指学习

者成功完成本单元

预期目标后所掌握

的 信 息、知 识、理

解、态 度、价 值、技
能、能 力 或 行 为 的

总和

常用“知道”“理解”“掌握”“能
判断”“能分析”“会使用”“会
辨别”等词语描述

15 学习评价描述
引自国家开放大学学

分银行“认证标准”部分

评价标准是对学习

者所达到的学习结

果的 考 核,是 用 来

衡量学习者是否达

到相应学习结果的

要求。评价标准须

与学习结果相对应

常用“说出”“选出”“解释”“使
用”“设计”“例证”“完成”等词

语描述

16 衔接标记 非引用的扩展值

此学习资源的前序

和后继学习资源表

述

设置前序与后继学习资源标

记

  2.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特色集

服务于开放大学教学需要的资源特色属性的

数据元素(特色集),是开放大学特有的教学形式

相关的指标字段,如与“开放教育”“基层干部学历

教育”“老年开放大学教育”等要求对应的指标,再
如根据教学管理职责区别的“主持教师”“责任教

师”等要求对应的字段,以及包括所有能描述适用

开放大学办学特性的属性集合。
(二)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分类与代码标准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分类与代码是实现对不

同存储类型资源进行标准化管理的基础。资源实

体按照其结构化程度共分三类:一是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的数据一般是指可以使用关系型数据库表

示和存储,可以用二维表来逻辑表达实现的数据;
二是半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是结构化数据

的一种形式,包含相关标记,用来分隔语义元素以

及对记录和字段进行分层,数据的结构和内容混

在一起,没有明显的区分;三是非结构化数据,指
没有固定结构的数据。其中只有结构化数据的存

储和排列是规律性的,有利于进行查询和修改等

操作。大部分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中的资源素材

属于非结构化数据。要想实现资源存储后的有效

管理与利用,就需要将其结构化,结构化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数字化、有利于管理与利用。结构化数

据的关键是对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的有效分类,
通过对数字化学习资源的科学分类、标准化编码,
形成统一定义的数据字典或词汇表。山东开放大

学数字化学习资源分类参照JY/T0644-2022《数
字教育资源基础分类代码》(2022年11月30日

发布实施)进行承上启下的标准对接。在实际的

学习资源开发建设工作中,每个分类都可作为学

习资源的一个属性,具体取值方法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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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分类与代码标准指标项

(部分示例)

分类编号 代码 资源格式 说明

1 F0 文本 文本类素材

2 F001 TXT 纯文本格式

3 F002 RTF 富文本格式

4 F003 DOC WORD文档格式

5 F004 ODF 开放文档格式

6 F005 UOF 统一的Office格式

  (三)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制作技术标准

数字化技术要求是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应用

效果的基本保证。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要求资源

建设遵行“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简洁高效、安全运

行”的原则,因此建立统一、通用的资源技术标准

是对学习资源泛在输出的有力保障。山东开放大

学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技 术 指 标 参 照《JY/T
0650-2022智慧平台数字教育资源技术要求》指
标,结合山东开放大学学习资源管理办法、山东开

放大学教材建设与选用办法,完成技术指标的构

建。为了更好地适应与未来多种资源平台对接和

场景应用,在应用中本指标略高于目前的行业标

准:如JY/T0650-2022中视频指标“分辨率不低

于1024×576(16:9)、1024×768(4:3)”,而山东

开放大学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指标为定义为“分
辨率不低1280*720(16:9)、1280*960(4:3)”,
以此方式预留未来更多扩展对接的可能。部分指

标见表3。
表3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制作技术指标(部分示例)

序号 资源类型 规范内容

1 音频文件

1.MPEG-3或 ACC编码格式;采样频率不低于44.1kHz;量化位数不低于16位,码率不低于

64kbps;双声道,立体声

2.声音清晰,无杂音,无干扰,无破音和电流音,无明显失真、无明显噪音、回声或其他杂音

3.伴音清晰、饱满、圆润,解说声与现场声无明显比例失调,解说声与背景音乐无明显比例失调

2 视频文件

1.封装格式*.mp4;*.avc,视频压缩采用 H.264编码方式,音频编码方式ACC,分辨率不低1280
*720(16:9)、1280*960(4:3),视频帧率不低于25fps,平均码率不小于2Mbps
2.支持泛在学习,能够满足多终端和多浏览器播放需求

3.声音与视频画面需同步,无明显比例失调

4.图片画像质量高,清晰度较好,在图片的设计制作过程中,要同时考虑电脑端和移动端的自适应

  (四)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库(管理平台)标准

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库标准是资源管理、共
享、流通及标准化输出的重要保障。资源库作为

媒体素材等资源实体存储管理的软件平台,包括

资源实体管理(素材文件库管理、试题库管理、案
例库的管理、在线作业库和网络课程的管理)及系

统管理(查询管理、统计决策、分析画像、用户管

理、安全管理等)。资源库设计标准承接“数字化

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标准”和“数字化终身学习资

源基础分类代码标准”等进行规划设计,实现资源

的快速索引、存取、使用、共享及与其他平台的对

接和兼容,有效地提升数据使用价值。依据元数

据及分类代码相关标准,山东开放大学资源库编

目部分功能设计见表4。
表4 资源库与元数据对应关系分解表(部分示例)

编号
软件编目界面字段

(对应元数据)
实现手段

1 资源实体名称 文本框,手动输入

2 内容描述 文本框,手动输入,资源内容描述,根据教学目标设计基本描述结构

3 关键字
文本框,手动输入,为了实现有效检索,每次添加一个,分多次完成,其中英文

关键字需要半角字符

4 资源作者 文本框,手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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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软件编目界面字段

(对应元数据)
实现手段

5 资源格式
二级下拉列表框选择(文本:DOC\PDF\PPT;视频:MP4\AVI\RV……),作为

实现教育统计的基础代码依据

6 学习资源存储格式 数字文本框:单位 M

7 学习资源类型

二级下拉列表框选择(教学素材:文档资源\图形图像资源\音频资源\视频资

源\动画资源\演示文稿资源\虚拟仿真资源;网络课程:MOOC\微课\其他)如
为网络课程需进入“课程界面”进行课程模块化定义

8 学习资源学科专业 三级下拉列表框选择(基础学科-语言与文字-语文……)

9 适用对象 三级下拉列表框选择(如:正规教育-小学-小学一年级;……)

10 资历框架等级(预留) 数字文本框:限定数字输入,即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学习成果等级”为输入值

11 教育形式 文本框: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

12 教育类别
下拉列表框:取自数据字典(开放教育\成人教育\基层干部学历教育\老年教

育\社区教育)

13 资源描述的知识点、技能、能力 文本框:内容符合山东省终身学习学分银行知识认证单元标准

(五)非正规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标准

扩展非正规学习资源标准是正规学习资源、非
正规学习资源融合化发展的前提,是完善终身学习

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在终身学习领域中,非正规

学习资源标准更多地体现教育的职业性,其指标包

括知识能力目标、评价方式、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成
果的输出物等描述。山东开放大学非正规学习资

源指标设计主要考虑社会培训、社区教育、老年教

育、家庭教育职业指导、资格考试等类型。如开展

计算机审计中级培训“山东省智慧审计三年行动计

划”项目、普通话水平测试等。指标设计参照《智慧

教育平台课程体系第4部分非学历教育课程体系

标准(征求意见稿)》、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学习

成果框架设计完成。部分指标见表5。
表5 非正规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指标项(部分示例)

编号 基本信息 说明

1 标识符 学习资源唯一编号

2 学习领域 描述学习资源的学科领域

3 学习时长 完成学习资源内容所需时间

4 学习目标 学习后获得的知识、技能描述

5 最低学分 完成资源内容学习获得的最低学分

6 目标学习者 学习资源针对的学习者

7 关联岗位 学习资源内容指向的就业岗位

8 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学习资源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

9 颁发机构 颁发该学习成果认证的机构

10 审核机构 审核该学习成果认证的机构

11 学习成果框架等级 参照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学习成果等级”

12 知识能力目标
指学习者实现某一知识能力的水平目标,由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四个层次

的具体表述组成

13 考核要求 将专业技能提升与证书培训过程相结合

14 认证输出物
对学习结果认证后的输出物,可以为学习经历证明函、完整课程学习记录(可
包括成绩单、学分等)、证书、电子徽章

  本文以教育数字化战略、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适用泛在学习环境为问题导向,分析了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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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资源标准的制定策略及其框架构建,利用

自顶向下引用国家标准并扩展特色参数的方法,设
计了由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元数据标准、数字化终

身学习资源分类代码标准、非正规数字化终身学习

资源标准、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制作技术标准、数
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库(管理平台)技术标准等组成

的指标体系。在山东开放大学推进一流终身学习

资源建设中,围绕标准框架规划建设了一批数字化

终身学习资源,同时关联对接山东开放大学数字化

终身学习资源库(http://zyk.sdou.edu.cn)、山东

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系统(http://sdxfyh.chaox-
ing.com)等。设计的指标在实践中确保了资源建

设的先进性、规范性、兼容性、一致性、易用性等特

征,提升了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建设的有效性和合

理性,促进了开放大学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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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LifelonglearningResourceStandards:StrategyFormulation,
FrameworkConstructionandIndicatorDesign

HanLei,WangLina

Abstract:ThenormsandstandardsofdigitalLifelonglearningresourcesareanimportantguar-
anteetopromotetheconstructionoffirst-classdigitallearningresourcesandmakehigh-qualityre-
sourceseasytolearn,manageandshare.Thispapersystematicallyanalyzestheformulationstrate-
giesofdigitalLifelonglearningresourcestandards,includingundertakingbasicstandards,construc-
tingmetadatamodels,expandinginformallearningstandards,reservingqualificationframework
interfaces,precreditbankelements,improvingconnectivitydesign,integratingdata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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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ilemmaandOutletoftheEvaluationoftheProfessional
TitlesofTeachersinOpenUniversitiesinChina
———UsingNvivoAnalysisBasedontheProfessionalTitle

EvaluationPolicyof14OpenUniversities
JiangHuan

Abstract:Theprofessionaltitleevaluationsystemisthe"baton"forevaluatingteachers,which
isrelatedtothedirectionofteachers'development.UsingNvivo12softwaretoanalyzethepolicy
textofteachertitleevaluationin14OpenUniversitiesfromthefourdimensionsofindependent
evaluation,evaluationcriteria,evaluationmechanismandevaluationresults,itisfoundthatthe
currentprofessionaltitleevaluationofOpenUniversitieshasthefollowingproblems:(1)theevalua-
tionqualificationconditionsfollowthepast,andthecharacteristicsofnewuniversitiesareinsuffi-
cient,(2)theevaluationofteachers'ethicsislackofoperability,andthephenomenonofemphasi-
zingscientificresearchoverteachingisprominent,(3)thepeerexpertevaluationmechanismisnot
perfect,andthegreenchannelforspecialtalentsisblocked,(4)theevaluationandemployment
havenotbeenorganicallycombined,andtheevaluationresultshavenotbeenfullyused.Thenit
putsforwardthefollowingsuggestions:(1)classifyingevaluation,exploringandconstructingpro-
fessionaltitlepolicywithopenuniversitycharacteristics,(2)clarifyingthecriteriaandcomprehen-
sivelydesigningtheevaluationindicatorsthatareinlinewiththeactualsituationofteachersinthe
OpenUniversity,(3)maintainingfairnessandimprovingthediversifiedpeerevaluationmechanism
ofrepresentativeachievements,(4)combiningevaluationandemploymenttopromotetheeffective
connectionbetweentheevaluationresultsandtheemploymentsystem.

Keywords:OpenUniversity;teachers;jobtitlereview;contentanalysis;N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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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injectingthegeneofconnectivity.Onthebasisofclarifyingthetheoreticalbasis,policybasis
andpracticeofthestandardframework,thestandardframeworkofdigitalLifelonglearning
resourcesisconstructed.Followingtheprincipleofquotingnationalstandardsfromtoptobottom
andexpandingcharacteristicparameters,theindexsystemofdigitalLifelonglearningresourcecon-
structionisdesigned.Theframeworkandindicatorsofthisstandardhavebeendemonstratedinthe
researchandpracticeof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first-classlearningresourcesatShandong
OpenUniversity,andtheirapplicationhasimprovedtheeffectivenessandusefulnessoflearning
resourceconstruction,layingthefoundationfortheplanninganddevelopmentofthedigitaleduca-
tionstandardsystem.

Keywords:educationdigitization;digitallifelonglearningresourcestandards;metadata;national
qualificationframework;learning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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