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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TWLOM簡介
• 文建會個案

– 網路學院課程
– TWLOM導入方法與程序

• 實證結果與經驗學習
• 結論



TWLOM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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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 TW LOM
• TW LOM (Taiwan Learning Object Metadata)

– 台灣學習物件後設資料標準
• Learning Object Metadata (IEEE 1484.12.1-2002 LOM v1.0)

– 是目前國際間描述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時，所採用或參考的主要標準
– 但因標準的複雜度，在實際應用LOM時，會產生建置的阻礙；加上，各
國家各社群在地化的需求，為提供互通性與在地化的功能，因此產生
LOM在地化標準，如：

• 美國SCORM
• 加拿大CanCore
• 英國UK LOM Core
• 台灣TW LOM

• 研擬單位：
– 教育部．中央研究院．資策會．師範大學
–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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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TW LOM

• TWLOM的制訂
– Metadata標準是推展數位學習過程中，最基礎性的工作
項目之一，目的在於描述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的相
關屬性，以達成數位學習的資源探索(resource discovery)
及再利用

– 以教育部教學資源平台(EtoE)的metadata規範為基礎
– 研擬一套符合國際標準(interoperability)與在地需求

(localization)的國家數位學習metadata標準
– 在遵循TWLOM標準下，不同垂直社群(如：教育部

K12)，可以建立在地需應用檔(application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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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LOM 架構綱要

TW 
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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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LOM標準9大類目

1. 一般（General）
2. 生命週期（Life cycle）
3. 後設-後設資料（Meta- metadata ）
4. 技術（Technical）
5. 教育（Educational）
6. 權利（Right）
7. 關聯性（Relation）
8. 註解（Annotation）
9. 分類（Classification）



8

標準與在地化
Application Profile (應用檔)

IEEE
LOM

SCORM

CanCore

UK LOM
Core

SingCore

TW LOM

IEEE 1484.12.1-2002
JORUM Application Profile

Curriculum Online

CAREO (Univ.)

教學資源交換規格(教育
部 K12)

．．．

．．．

．．．

．．．

．．．
規範必備與選擇元素

規範核心元素集；
定義適用詞彙組

規範必備與選擇元素；
定義適用詞彙組

規範核心元素集
規範核心元素集；
定義適用詞彙組

規範必備與選擇元素；
定義適用詞彙組

三大學習網;
25縣市教育資源網
六大學習網;
數位典藏;
國教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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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M
採用者SCORM

採用方式

標準應用檔 Application Profile

依SCORM情境，進行應用
規範制訂，包括：

區分LOM元素的「必備
性」與「選擇性」元素

將教育資源，區分Asset, 
SCO, CA… 等不同層級，
並分別對應至LOM元素

採用者 台灣
數位學習標準

標準應用檔Application Profile

採用方式

依台灣地區情境，並考量
與國際數位學習平台
間互通機制，目前包
括三個層次應用規範
制訂：

１．LOM中譯
２．TW LOM
３．教育部K9數位教學資
源交換規格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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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LOM目前進展

• 已經過第一次公聽會(2005-07-04)
• 正在進行國家標準(CNS)的申請
• 定期數位學習標準整合會議(I)(II)(III)(IV)
• 協助各部會標準導入

– 文建會(2006-9-29)



文建會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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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會網路學院
http://case.cca.gov.tw/cas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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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

8系列38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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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與課程(1/6)

• 1.公民美學系列(16個課程)

– 1. 從公民權的演化談文化公民
權

– 2. 環境視覺設計概論
– 3.公民美學與社會教育之未來
展望

– 4. 公民美學的基礎建構
– 5. 公民美學的自然享受與創造
– 6. 公民美學的技術美與藝術美
– 7. 現代公民的生活美學
– 8. 公民美學的文化價值活力

– 9. 公民美學與現代社會
– 10. 美感經驗的追循
– 11. 文化政策的實踐
– 12. 美學智慧王--台北出國去
– 13. 公民美學圓桌論壇--台灣公民創
意之美

– 14. 公民美學圓桌論壇--公民美學與
社會教育之未來展望

– 15. 美學論壇--公民美學政策之溯源
與實踐

– 16. 公民美學圓桌論壇--台灣公民時
尚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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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與課程(2/6)

• 2.文化政策課程(2個課程) 
– 1. 文建會文化政策之推行(2003)  
– 2.台灣文化與文化政策思維(2004)

• 3.社區文化基礎課程-基礎(4個課程) 
– 1. 基礎--社區營造總論
– 2.基礎--社區空間營造的理念與實務
– 3. 基礎--文化產業與社區商圈
– 4. 基礎--地方環境改造與社區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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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與課程(3/6)

• 4.社區文化進階課程-進階(4個課程)
– 1. 進階--社區營造與傳播媒體
– 2. 進階--社區永續經營操作
– 3. 進階--新故鄉社區營造
– 4. 社區企劃高手座談會--分組座談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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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與課程(4/6)

• 5.網路文化建設發展計畫(1個課程)
– 1.  網路--網路文化建設之政策與執行

• 6.文化創意產業系列(5個課程)
– 1.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 2. 文化創意產業的點石成金--案例分享
– 3. 文化創意產業創業教戰守則--二步曲
– 4. 文化創意產業導論--政策篇
– 5. 文化創意產業教戰守則--首部曲



18

系列與課程(5/6)

• 7.臺灣文化系列(12個課程)
– 1. 台灣文化概論
– 2. 台灣文化--台灣節慶廟
會與民俗文化

– 3. 台灣文化--傳統藝術篇
– 4. 台灣文化--電影篇
– 5. 台灣文化--戲劇篇
– 6. 台灣文化--舞蹈篇

– 7. 台灣文化--美術篇
– 8. 台灣文化--建築篇
– 9. 台灣文化--古蹟篇
– 10.台灣文化--原住民篇
– 11.台灣文化--客家篇
– 12.台灣文化--音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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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與課程(6/6)

• 8.地方文化系列(4個課程) 
– 1.光和影--紙影偶的製作與演出
– 2.補光抓影話影偶
– 3.台南南瀛數位文物
– 4.台中創意聯想畫

• 總共 38 個課程



TWLOM導入方法與程序
以文建會為例

A. 樣本選擇
B. 課程聚合層級及關係結構分析
C. 課程的後設資料描述
D. 後設資料編輯軟體的著錄與產生XML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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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選擇

• 五門課程作為實證研究對象
• 選擇條件與依據

– 代表性：涵蓋不同系列，以及同一系列的兩門
課程

– 多樣性：網路學院課程前後期製作方式與工具
不同，盡量呈現不同時期課程製作的多樣性。

Macromedia 
Flash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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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門課程：社區文化進階課程系列:
「進階-社區營造與傳播媒體」-影片檔+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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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門課程：台灣文化系列:
「台灣文化美術篇」-影片檔 + 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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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門課程：公民美學系列:
「公民美學與社會教育之未來展望」-Flash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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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門課程：地方文化系列:
「補光抓影話影偶」-Flash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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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門課程：地方文化系列:
「台南南瀛數位文物」-Flash 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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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聚合層級及關係結構分析

• 方式：
– 瞭解TWLOM三個聚合層級的內涵
– 觀察實際課程
– 依據課程內容與特性的觀察分析，依實際需求
將課程切割成不同的教學物件聚合層級

– 聚合層級的劃分方式，以SCROM 2004標準文
件中的相關定義為依據，劃分為：

•素材（Asset）
•共享內容元件（SCO）
•內容叢集（Content Ag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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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物件聚合層級的劃分原則
(1/2)

• 學習物件以可獨立使用於各種學習環境為原則

• 學習物件是多層級且具彈性，可由數個小SCO組
成一個大的SCO，數個大的SCO又可以組成更大
的SCO

• 學習物件可分為三層級或更多，應視各單位的需
求及時間人力成本，為學習物件區分適當的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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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物件聚合層級的劃分原則
(2/2)

• 例如，一本國語課本中包含三個主題，每個主題
包含5課，每一課又包含語詞、生字、造句等：
– 方式一

• 將整本國語課本可視為一個CA
• 每一個主題視為中SCO
• 每一課視為小SCO
• 語詞、生字可視為Asset(素材)

– 方式二：
• 只分為三層級，即課本為一CA，每一課視為SCO，語詞、生
字可視為Asset(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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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物件聚合層級 –素材(1/2)

• 素材(Asset)：是學習物件最基本的形式

• 通常為電子格式的媒體資訊或檔案

• 例如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可經由網頁(或其他
使用者介面)呈現給學習者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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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物件聚合層級 –素材(2/2)

• From ADL SCORM CA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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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的範例
南瀛數位文物學習網

圖
片

文字檔

影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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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的範例
南瀛數位文物學習網

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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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物件聚合層級 –共享內容元
件(1/2)

• 共享內容元件(Sharable Content Object, SCO)：是
一個或更多素材的集合，為學習資源可以運作的
最小單位

• 透過某些SCO中應用程式介面(API)的使用，一學
習經驗能被啟動，並透過學習管理系統呈現給學
習者

• SCO是呈現一學習資源，並使學習管理系統得以
追蹤的最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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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物件聚合層級 –共享內容元
件(2/2)

• From ADL SCORM CA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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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內容元件的範例
南瀛數位文物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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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內容元件的範例
南瀛數位文物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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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物件聚合層級 –內容叢集

• 內容叢集(Content Aggregation)的內容歸包含了
SCO的順序、SCO間的關係、所應用到的檔案資
源等。

• 為再利用等等的考量，一學習設計包含的素材、
SCO、教學活動順序與組織關係等，需要被聚合
起來並以標準的協定將其包裝為一可提供系統間
作交換的資訊封裝
– 如：以IMS Content Package的規格進行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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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叢集的範例
南瀛數位文物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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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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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聚合層級課程的後設資料描述
• 方式：

– 以TWLOM為依據
– 了解應用檔的概念(閱讀TWLOM，以發展適合本單位
的資料值)

• 符合標準最低門檻要求下，又可符合在地需求
• 發問卷瞭解該單位的需求

– 「1.1一般-識別碼」
– 「3.2.2後設-後設資料-實體」
– 「3.3後設-後設資料-後設資料元素」
– 「5.2教育-學習資源類型」
– 「6.2權利-權利及其他的限制」
– 「6.3 權利-描述」

– 決定元素的必備性
• 必填
• 建議
•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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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LOM元素表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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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LOM元素表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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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LOM元素表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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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層次的欄位描述規範

4198508素材

398114711共享內容
元件、教
學活動、
內容組織

45121571內容叢集

選擇性建議必填選擇性必填

文建會TWLOM應用檔TW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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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 一門課程需填寫的Metadata筆數，依課程及
學習物件單元的大小不等，約6~21筆

• 填寫一門課程Metadata所需時間
– 依學習物件層級多寡不定，約2~4小時

• 著錄人員應先熟悉CNS LOM 文建會AP之
元素的意義與詞彙，以便正確且迅速的著
錄資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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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

• 「8.註解」未在本次導入範圍之內，建議日
後可將學習者或專家對本學習物件的評註
著錄於Metadata中，以提供使用者參考

• 「9.分類」未在本次導入範圍之內，建議日
後文建會若有分類之需求，可由相關社群
如社會教育社群的共同努力，發展適合的
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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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編輯軟體的著錄
與產出XML檔案

• 方式：
– 選擇與發展Metadata編輯軟體
– 在編輯軟體著錄Metadata，由上而下填寫各層
級之Metadata

– 匯出XML檔案，供後續內容包裝(Content 
Package)之用，使學習資源成為可攜式，可再
利用的學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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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RELOAD著錄後設資料(1/2)
• RELOAD是由JISC所贊助的計畫，發展一系列
的軟體工具，實作許多目前逐漸成熟的數位學
習技術規格(如IEEE LOM, IMS Metadata, ADL 
SCORM等)，以達成學習物件互通性的提升

• 包含後設資料的著錄功能，能直接產出XML檔
案。也可以進一步製作Content Package，並提
供簡單的SCORM課程演示功能，以及相容性
的驗證的工具

• 目前RELOAD已廣泛被應用於數位學習物件的
描述與封裝打包，也有多國語言的套件可以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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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RELOAD著錄後設資料(2/2)

• 優點：可免費取得、為Open Source軟體、支援IEEE LOM
及多種後設資料標準應用檔

• 缺點：使用介面的好用性
– 線性的著錄方式 (一個元素接著一個元素)
– 直接採用LOM標準中專業的術語，與教師現場教學中慣用的詞彙
不同(如2.3.2生命週期-貢獻-實體)，仍不夠user friendly

• 採用版本：可支援IEEE LOM及SCORM 2004的最新Beta測
試版RELOAD 2.5
– 原因：TW LOM以IEEE LOM以及SCORM 2004為基礎而發展，故
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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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OAD著錄介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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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OAD著錄介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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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存檔」產生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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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資料XML檔案範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om xmlns="http://ltsc.ieee.org/xsd/LOM"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ltsc.ieee.org/xsd/LOM lom.xsd">

<general>
<identifier>

<catalog>文建會網路學院識別碼</catalog>
<entry>caseSC00000034</entry>

</identifier>
<title>

<string language="zh-TW">南瀛數位文物學習網</string>
</title>

… … … … … … … … … ..(中略)
<description>

<string>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授權條款</string>
</description>

</rights>
</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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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範例：第四、五門課程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
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授權條款

權利-描述

無價格

本系列包含四個課程： 1.光和
影-紙影偶的製作與演出 2.補光
抓影話影偶 3.台南南瀛數位文
物 4.台中創意聯想畫

描述

地方文化系列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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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範例：小SCO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
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授權條款

權利-描述

無價格

演講教學資源類型

text/html檔案格式

作者: 陳甲上貢獻者

水彩創作;水彩欣賞關鍵字

本課程分為四章：「水與色彩
鬥陣走」、「水彩創作花落
米」、「水彩欣賞扛八袋」、
「水彩遊戲超旋風」，使學習
者可瞭解水彩的特質，並認識
水彩的工具與材料、基本的水
彩畫技法與如何鑑賞水彩畫。

描述

水彩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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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範例：Asset 1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授權條
款

權利-描述

無價格

描述性文字教學資源類型

application/msword檔案格式

作者: 陳甲上貢獻者

現代水彩關鍵字

概述水彩藝術的起源，並介紹
荷英法三國水彩以及現代水彩
的概念。

描述

水彩今昔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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