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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發展綱要

• 發展歷程

• 學習物件後設資料標準簡介(TW LOM)
• 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規格簡介

• 實際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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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綱要

• TW LOM-各層級必備元素

• 採用「創用CC(Creative Commons)」授權條款

• 以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發展第九類目-分類

• 分析高中職資訊融入教學計畫教學元件瞭解實際需求

• 訪談高中教師瞭解實際需求

– 發展高中教學資源核心元素

– 訂定元素的必填/選擇性

– 發展分類標準

• 舉辦公聽會聽取大眾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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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歷程

• 研析高中職資訊融入教學計畫五學科教材及需求
(2-4月)

• 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規格需求調查座談會(5/6)
– 對象：高中職資訊融入教學計畫之相關教師

• 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規格需求調查座談會(5/26)
– 高中職各學科及群科中心代表

• 問卷調查「5.2學習資源類型」及「9.分類」資料
值(7-8月)

• 高中職資訊融入教學計畫試填此份規格(9-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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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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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灣數位教學資源交換規格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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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數位學習標準概況

經濟部標檢局
• 現有標準

– TW LOM
• 發展基礎

– 以教育部K9數位教學
資源交換規格v2.0

– LOM
– SCORM

教育部
• 現有標準

– 教育部K9數位教學資源交換
規格v2.0

– 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規格
– 數位學習教學資源描述規範

(幼教至終身學習)
• 發展基礎

– LOM
– SCORM
– 教育部K9數位教學資源交換

規格

– TW 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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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數位學習標準發展圖

LOM

SCORM

教育部教學資
源交換規格

V2.0

TW LOM

教育部

•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
規格

•教育部K9數位教學資
源交換規格

•數位學習教學資源描
述規範 (幼教至終身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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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LOM相關文件之關係

學習物件後
設資料標準
(TW LOM)

學習物件後設資
料標準導入指引

-實作指引，如
XML規範、著錄
說明等

各社群在地化之應用檔，如：

•ETOE平台使用之教學資源交換規
格v2.0

•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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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LOM 與教學資源交換規格關係

TW LOM 高中職教學
資源交換規
格

教學資源交
換規格

屬性 標準 應用檔 應用檔

領域 全國性 高中職 國中小學

層級 三層級 三層級 單一層級

欄位 必/選擇性
欄位

必/選擇性
欄位

必填/選擇
性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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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LOM 架構綱要

TW LOM 3. 後設-後設資料7. 關聯性

2. 生命週期

6. 權利

8. 註解

1. 一般

4. 技術

1.2 標題

1.3 語言

1.4 描述

1.5 關鍵字

1.6 涵蓋範圍

1.7 結構

1.8 叢級層次

1.1 識別碼
1.1.1 編目

1.1.2 款目

2.1 版本

2.2 現況

2.3 貢獻

2.3.1 角色

2.3.2 實體

2.3.3 日期

3.1 識別碼

3.2 貢獻

3.3 後設資料元素

3.4 語言

3.1.1 編目

3.1.2 款目

3.2.1 角色

3.2.2 實體

3.2.3 日期

4.1 格式

4.2 大小

4.3 位置

4.4 需求

4.5 安裝說明

4.6 其他平台需求

4.7 時長

4.4.1 或組合

4.4.1.1 類型

4.4.1.2 名稱

4.4.1.3 最低版本

4.4.1.4 最高版本
5. 教育

9. 分類

9.1目的

9.3 描述

9.2分類路徑

9.4 關鍵字

9.2.1 來源

9.2.2 類
9.2.2.1類別碼

9.2.2.2 款目

8.1 實體

8.2 日期

8.3 描述

7.1 種類

7.2 資源

7.2.1 識別碼

7.2.2 描述

6.1 價格

6.2 著作權及其他限制

6.3 描述
5.1 互動類型

5.2 教學資源類型

5.3 互動層次

5.4 語意密度

5.5 適用對象

5.6 背景

5.7 基本年齡範圍

5.8 困難度

5.9 基本教學時數

5.10 描述

5.11 語言

7.2.1.1 編目

7.2.1.2 款目



TW LOM 三層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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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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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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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高中一年級課程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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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規格-目次

一、前言

二、使用範圍

三、使用對象

四、TW LOM三層次的意義

五、TW LOM三層次切割實例

六、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規格簡介

七、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規格元素清單

八、試填範例

九、系統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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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規格架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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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發展需求指引

• 為讓系統開發者能夠充分結合個案需求，
發展出一份需求指引，包括：

– 必填、選擇

– 系統、使用者、使用者(選單)

• 「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規格」實際需著錄
資料元素為4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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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需求說明

• 必填性

– 必須填入(通常為紀錄辨識之重要元素)

• 產生方式

– 系統：欄位值由系統自動產生，非著錄人員著錄

– 自行：由著錄者填入

– 選單：提供下拉式選單之詞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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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欄位屬性表

層級

屬性

課程(CA) 單元(SCO) 素材
(Asset)

◎系統 11 11 11
◎使用者 5 5 5
◎使用者(選
單)

8 8 8

系統 3 3 3
使用者 6 6 6
使用者(選單) 10 10 10
◎且綠底表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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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需求屬性簡表
必填 建議 數量

系統 1.1.1編目1.1.2項目
3.1.1編目3.1.2項目
3.2.1角色
3.2.2.個體
3.2.3日期
3.3後設資料綱要
3.4語言
4.3位置
9.2.1來源(目的：學科)

4.1格式
4.2檔案大小
9.2.1來源(目的：適用年級)

14

自行 1.2標題
1.4描述
1.5關鍵字
2.3.2個體
2.3.3日期

1.6涵蓋範圍
2.1版本
5.9基本學習時數
5.10描述
7.2.1.2項目
7.2.2描述

11

選單 2.3.1角色
5.2學習資源型式
6.1付費
6.2著作權及其他的限制
6.3描述
9.1目的(學科)
9.2.2.1類別碼(目的：學科)
9.2.2.2項目(目的：學科) 

1.3語言
2.2狀態
5.1互動型式
5.5適用對象
5.11語言
7.1種類
7.2.1.1編目
9.1目的(適用年級)
9.2.2.1識別碼(目的：適用年級)
9.2.2.2項目(目的：適用年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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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
• 記錄教學物件整體的一般辨別資訊
• 1.一般

– 1.1識別碼
• 1.1.1編目
• 1.1.2項目

– 1.2標題
• 教學資源的名稱

– 1.3語言
• 呈現學習物件的語言種類

– 1.4描述
• 教學資源的內容摘要描述

– 1.5關鍵字
• 詞彙或片語方式，作為精確的檢索查詢

– 1.6涵蓋範圍
• 學習物件所適用的時間、文化、地理或地區



22

1.1識別碼

• 1.1 識別碼 (Identifier)：
– 1.1.1 編目 (Catalog) ：款目的識別或標目資訊的名稱或設計者。一

種名稱領域(namespace)的元素

• 高中職教學資源識別符

– 1.1.2 款目 (Entry) ：在識別或編目元素內，識別碼的值，用以指
出或識別學習物件。一名稱領域特定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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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款目

• 第一區：1-2碼代表「高中職教學資源」為HI。
• 第二區：3-5碼為單位代碼，以三碼英文字母為代表

– 例如：DMS為高中職資訊融入教學計畫
• 第三區：第6-7碼為層級代碼

– CA，代表課程層級。SC，代表單元層級。AS，代表素材
• 第四區：10位流水編號(採10進位)。
• 範例

– HIDMSCA0000000001(「高中職教學資源」高中職資訊入教學計畫第一
筆課程) 

– HIDMSSC0000000001(「高中職教學資源」高中職資訊融入教學計畫第
一筆單元) 

– HIDMSAS0000000001(「高中職教學資源」高中職資訊融入教學計畫第

一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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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General) – 範例

元素名稱 範例

1. 一
般

1.1識
別碼

1.1.1 編目 高中職教學資源識別符

1.1.2 款目 HIDMSSC0000000001

1.2標題 程式流程控制—以ATM操作為例

1.3語言 中文

1.4描述 本單元藉由讓學生模擬操作「簡易提款機
」動畫以及相關簡報，使學生能瞭解如何
分析程式流程的控制、圖示及流程。並附
含相關評量活動使學生能實際實作。

1.5關鍵字 程式流程控制；流程圖；

1.6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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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命週期
• 記錄教學物件的現況與演變過程

• 2.生命週期
– 2.1版本

• 學習物件的版次 ，如第一版、第二版

– 2.2狀態
• 學習物件版本狀態 ，如正式版｜草稿版｜修訂版

– 2.3貢獻：在學習物件的生命週期間(如創造、編輯、出版)有貢

獻的實體

• 2.3.1角色 :作者(預設值)｜出版者｜創始者｜確認者｜編輯者
｜圖形設計者｜技術實作者｜內容提供者｜技術確認者｜教
育確認者｜腳本撰寫者｜教案設計者｜主題專家

• 2.3.2實體：對學習物件有貢獻的實體(即人物、組織)，其識
別和資訊。實體排列的順序以最相關為優先

• 2.3.3日期 :貢獻的日期(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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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命週期(Life Cycle) – 範例

元素名稱 範例

2. 生命週
期

2.1版本 1.0

2.2狀態 正式版

2.3貢
獻

2.3.1角色 技術實作者

2.3.2實體 巨匠電腦

2.3.3 日期 200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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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後設-後設資料(Meta-Metadata)
• 3. 後設-後設資料(Meta-Metadata)：本類目描述此後設

資料記錄本身

– 3.1識別碼 (Identifier)：識別此後設資料的全球性唯一編號

• 3.1.1編目 (Catalog)：款目的識別或標目資訊的名稱或設計者

• 3.1.2款目 (Entry)：在識別或編目元素內識別碼的值，用以指
出或識別此後設資料記錄

– 3.2貢獻 (Contribute)：在後設資料生命週期中(如創造、確認)
，影響後設資料狀態的實體(即人物或組織)

• 3.2.1角色 (Role)：貢獻的種類

• 3.2.2實體 (Entity)：對後設資料有貢獻的實體(即人物、組織)
之識別方法和相關資訊

• 3.2.3日期 (Date)：貢獻的日期

– 3.3後設資料元素 (Metadata scheme)：用來建立此後設資
料的具權威性的規格之名稱和版本

– 3.4語言 (Language)：本後設資料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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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後設-後設資料 – 規範

• 3.1.1 編目 描述後設資料記錄本身，而非學習物件實體

• 3.1.2 款目 此元素描述此份後設資料記錄存放之位置(4.3位
置描述教學物件實際座落的位址)

• 3.3 後設資料元素：
– 與國際交換時，使用「LOM v1.0」

– 台灣內部交換時，使用「TW LOM」

– 高中職教育資源交換時，「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規格」

• 建議由系統自動產出資料值「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規格」
「TW LOM」「LOM v 1.0」「SCORM_CAM_v1.3」，無
須人工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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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後設-後設資料 – 範例
元素名稱 範例

3. 後設-後
設資料

3.1識別
碼

3.1.1編目

3.1.2款目

3.2貢獻 3.2.1角色 創作者

3.2.2實體 巨匠電腦

3.2.3日期 2009-09-20

3.3後設資料元素 高中職教學資源交換規格、CNS 
LOM、LOMv1.0、
SCORM_CAM_v1.3 

3.4語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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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

• 記錄教學物件的檔案格式與實際位址

• 4.技術

– 4.1格式
• 本學習物件(包括所有組件)的技術支援類型

• 著錄常見格式「 MIME Type 」或「其它」

• 以辨別教學物件的檔案格式，如doc、powerpoint等

– 4.2檔案大小
• 指學習物件的檔案大小，以檔案之位元組數octets表示。

– 4.3位置
• 著錄此教學物件在各網站中座落的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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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格式/ 4.2檔案大小

格式：.doc

格式：ppt

檔案大小：
5916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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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Technical) – 範例

元素名稱 範例

4. 技術 4.1 格式 ppt、html
4.2檔案
大小

xxxxbytes

4.3 位置 http://content1.edu.tw/content/9year/previe
wpln.do?planeId=2410&amp;addHitcounts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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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
• 記錄教學物件的教學特徵
• 5教育

– 5.1互動型式
• 學習物件所支援的主要學習模式：主動式｜展示式｜混合式

– 5.2學習資源型式
• 學習物件的特定種類。最顯著的類型應放在第一位

– 5.5適用對象
• 本學習物件所針對的主要的、最優先的使用者：學習者｜教學者｜作

者｜管理者

– 5.9基本教學時數
• 對基本預期針對的觀眾來說，以此學習物件或透過此學習物件來作業

所需花費的約略或基本時間
• PTxxHxxMxxS

– 5.10描述
• 說明學習物件被使用的方式與過程。

– 5.11語言
• 學習物件的適用對象所使用的語言
• 中文｜英文｜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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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互動型式

– 學習物件所支援的主要學習模式
需由同學填

答：主動式

呈現堰塞湖實
景：展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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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互動型式



36

5.1互動型式

互動式學習
網站：

混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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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學習資源型式

類別 資料值
聲音的 有聲書 |網路廣播 |講課 |音樂|口述歷史 |無線廣播|錄音檔

學習材料 評量 |個案研討|教室教學活動|電腦教學活動|課程 |學校的全部課
程 |校外教學活動|校外教學活動手冊 |教師手冊 |實驗活動 |教案 |
模組或單元 |簡報或展示 |學習單 |專題計畫 |教學大綱 |個別指導
|虛擬校外活動

入口網 商業入口網 |教育入口網|政府入口網 |非營利入口網

服務 專家諮詢 |資料交換所 |論壇 |討論群 |留言版 |搜尋引擎

文本 摘要 |書 |詞彙表 |索引或書目 |期刊文章 |期刊 |政策或程序 |會議
論文集 |提案 |參考資源 |報告 |學位論文

工具 計算或換算工具 |程式碼 |軟體

視覺的 藝術圖案 |地圖 |照片 |遠端遙測圖像|科學圖案 |科學視覺化 |影片
|視覺網路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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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Educational) – 範例

元素名稱 範例

5. 教育 5.1互動型式 混合式

5.2學習資源類型 電腦教學活動

5.5適用對象 教學者

5.9基本學習時數 PT50M 

5.10描述

5.11語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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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權利(Rights)

• 6. 權利 (Rights)：這個類目描述智慧財產權和使用這個學習物

件的條件

– 6.1付費 (Cost)：使用此學習物件是否需要支付費用

– 6.2著作權及其他的限制(Copyright and Other 
Restriction) ：使用此學習物件是否有所需遵守的著作權或其他
限制

– 6.3描述 (Description)：描述使用此學習物件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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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權利(Rights) – 規範

• 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無條件釋出

• 保留所有權利(All rights Reserve)
• 「創用CC(Creative Commons)」授權條款，以下

列6項條款為其授權條款：
– 創用CC姓名標示 2.0台灣

– 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2.0 台灣

– 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2.0台灣

– 創用CC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2.0台灣

– 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2.0 台灣

– 創用CC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2.0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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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權利(Rights) – 範例

元素名稱 範例

6. 權利 6.1付費 否

6.2權利及其他的限
制

是

6.3描述 姓名標示─非商業
性─相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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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聯性(Relation)

• 紀錄與教學物件相關的資源，包含上下階層的資
源、延伸性的參考資源

• 7. 關聯性 (Relation) ：定義了本學習物件和其他學習物件之
間的關係

– 7.1種類 (Kind)：學習物件和目標學習物件兩者的關係類型

– 7.2資源 (Resource)：此關聯性參照的目標學習物件

• 7.2.1識別碼 (Identifier)：用來識別目標學習物件的全球性唯一
編號

– 7.2.1.1編目 (Catalog)：款目的識別或編目資訊的名稱或設計者

– 7.2.1.2款目 (Entry)：在識別或編目元素內，識別碼的值，用以指
出或識別目標學習物件

• 7.2.2描述 (Description)：相關學習物件的描述。以相關學習物
件名稱或參照資源名稱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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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聯性(Relation) – 規範

• 若有多過一個之相關學習物件、多筆參考書目或不同關聯
性需著錄，本類目7.關聯性Relation需「整組重複著錄」

• 7.1種類 系統將列出兩組代碼：具有組件xx/ 參照xx
– 具有組件xx ：描述教學資源所具有的相關教學物件，例如一個課

程內包含多個單元及素材

– 參照xx：標明此教學資源所參照之相關物件，如：書本、雜誌、
網站、其他教學資源

• 7.2.1.1編目 系統將列出四組代碼：高中職教學資源識別碼
｜URI｜ISBN｜ISSN

• 7.2.2描述 著錄時請以相關學習物件名稱或參照資源名稱為
主，如：網站名稱、書本或雜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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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教學資源

同一份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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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參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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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聯性(Relation) – 範例

元素名稱 範例

7. 
關
聯
性

7.1種類 具有組件xx

7.2
資源

7.2.1
識別
碼

7.2.1.1
編目

高中職教學資源識別碼

7.2.1.2
款目

HICA000001SC000001AS000001

7.2.2描述 簡易提款機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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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聯性(Relation) – 範例

元素名稱 範例

7. 
關
聯
性

7.1種類 參照xx

7.2
資源

7.2.1
識別
碼

7.2.1.1
編目

URI 

7.2.1.2
款目

http://en.wikipedia.org/wiki/Flow
chart 

7.2.2描述 提供有關於流程圖的基本介紹



48

9. 分類(Classification) – 規範

元素名稱 學科 適用年級

9. 分類 ＊ ＊

9.1 目的 學科 適用年級

9.2 分類路徑 ＊ ＊

9.2.1 來源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類表
職業學校群科綱要類表

數位內容交換分享平台適
用年級

9.2.2 類 ＊ ＊

9.2.2.1 類別碼 [詳見下二頁] 3.1｜3.2｜3.3｜4.1｜4.2
｜4.3｜5.1｜5.2｜5.3

9.2.2.2 款目 [詳見下二頁] 高中一年級｜高中二年級
｜高中三年｜高職一年級
｜高職二年級｜高職三年
級｜綜高一年級｜綜高二
年級｜綜高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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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類(Classification) – 高中綱要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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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類(Classification) – 高中綱要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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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類(Classification) – 高職綱要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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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類(Classification) – 高職綱要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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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級別 級別代碼 適用年級 年級代碼

高中 3 一年級 3.1

二年級 3.2

三年級 3.3

高職 4 一年級 4.1

二年級 4.2

三年級 4.3

綜合高中 5 一年級 5.1

二年級 5.2

三年級 5.3

9. 分類(Classification) – 適用年級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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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不同「9.2.2分類-類路徑-類」著錄

9.1分類-目的
學科

9.分類

9.2分類-類路徑

9.2.1分類-類路徑-來源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類表

9.2.2分類-類路徑-類

9.2.2.2分類-類路徑-類-
項目

資訊科技概論

9.2.2.2分類-類路徑-類-
項目

基礎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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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不同「9.2分類-類路徑-來源」著錄

9.1分類-目的
學科

9.分類

9.2分類-
類路徑

9.2.1分類-類路徑-來
源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綱要類表

9.2.2.2分類-類路
徑-類-項目

資訊科技概論

9.2.2.2分類-類
路徑-類-項目
計算機概論

9.2分類-
類路徑

9.2.1分類-類路徑-
來源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
綱要類表

9.2.2分類-
類路徑-類

9.2.2分類-
類路徑-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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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科、適用年級分別著錄

9.2.2分類-
類路徑-類

9.1分類-目的
學科 9.2分類

-類路徑

9.2.1分類-類路徑-來源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

要類表

9.2.2.2分類-類
路徑-類-項目
資訊科技概論

9.2.2.1分類-
類路徑-類-

類別碼
3.1-3.2

9.2.2.2分類-類路徑
-類-項目

高中一年級至高中
三年級

9.2分類
-類路徑

9.2.1分類-類路徑-
來源

數位內容交換分享
平台適用年級

9.2.2分類-
類路徑-類

9.1分類-目的
適用年級

9.分類 9.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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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類(Classification) – 範例
元素名稱 範例

9. 分
類

9.1目的 學科

9.2 類
路
徑

9.2.1 來源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類表

9.2.2 
類

9.2.2.2 項目
資訊科技概論

9. 分
類

9.1目的 適用年級

9.2 類
路
徑

9.2.1 來源 數位內容交換分享平台
年級代碼表

9.2.2 
類

9.2.2.1 類別
碼

3.1-3.2

9.2.2.2 項目 高中一年級至二年級



實際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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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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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 課程(CA)：[資訊科課程] (x1)
• 單元1(SCO1)：[導論]、[電腦硬體]、[電腦軟體]、[電腦網路]、[電

腦問題與解決]、[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x6)
• 單元2(SCO2)：[電腦解題概論]、[電腦解題程序]、[演算法概論]、[

電腦解題實作]、[基礎程式設計]、[電腦解題複雜難度分析] (x6)
• 單元3(SCO3)：[電腦解題的實例-堆疊(stack)的觀念]、[程式流程控

制-以ATM操作為例]、[電腦解題的實例-佇列(queue)的觀念] (x3)
• 單元4(SCO4)：[新手上路]、[課程簡介]、[教學內容]、[評量活動]、

[學習資源] (x5)
• 素材(Asset)：[教案]、[簡易提款機動畫]、[流程圖簡介簡報]、[流程

圖基本符號簡報]、[流程圖基本結構簡報]、[流程圖繪製原則簡報]
、[閏年的流程圖]、[一元二次方程式求解流程圖]、[ATM流程圖]、
[N!流程圖]、[求最大數流程圖]、[流程圖繪製學習單](x12)

• 共33筆教學元件
• 優點：所有的課程單元及素材均可作交換分享利用。
• 缺點：需要描述的metadata筆數眾多。



61

方案二

• 課程(CA)：[電腦問題與解決] (x1)
• 單元1(SCO1)：[電腦解題概論]、[電腦解題程序]、[演算法概論]、[電

腦解題實作]、[基礎程式設計]、[電腦解題複雜難度分析] (x6)
• 單元2(SCO2)：[電腦解題的實例-堆疊(stack)的觀念]、[程式流程控制

-以ATM操作為例]、[電腦解題的實例-佇列(queue)的觀念] (x3)
• 單元3(SCO3)：[新手上路]、[課程簡介]、[教學內容]、[評量活動]、[

學習資源] (x5)
• 素材(Asset)：[教案]、[簡易提款機動畫]、[流程圖簡介簡報]、[流程圖

基本符號簡報]、[流程圖基本結構簡報]、[流程圖繪製原則簡報]、[閏
年的流程圖]、[一元二次方程式求解流程圖]、[ATM流程圖]、[N!流程
圖]、[求最大數流程圖]、[流程圖繪製學習單](x12)

• 共27筆教學元件
• 優點：所有的課程單元及素材均可作交換分享利用。
• 缺點：需要描述的metadata筆數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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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

• 課程(CA)：[電腦解題程序] (x1)
• 單元1(SCO1)：[電腦解題的實例-堆疊(stack)的觀念]、[程式流程控

制-以ATM操作為例]、[電腦解題的實例-佇列(queue)的觀念] (x3)
• 單元2(SCO2)：[新手上路]、[課程簡介]、[教學內容]、[評量活動]、

[學習資源](x5)
• 素材(Asset)：[教案]、[簡易提款機動畫]、[流程圖簡介簡報]、[流程

圖基本符號簡報]、[流程圖基本結構簡報]、[流程圖繪製原則簡報]
、[閏年的流程圖]、[一元二次方程式求解流程圖]、[ATM流程圖]、
[N!流程圖]、[求最大數流程圖]、[流程圖繪製學習單](x12)

• 共21筆教學元件。
• 優點：所有的課程單元及素材均可作交換分享利用。
• 缺點：仍需描述較多筆的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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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

• 課程(CA)：[電腦解題程序] (x1)
• 單元1(SCO1)：[電腦解題的實例-堆疊(stack)的觀念]、[

程式流程控制-以ATM操作為例]、[電腦解題的實例-佇列
(queue)的觀念] (x3)

• 素材(Asset)：[教案]、[簡易提款機動畫]、[流程圖簡介
簡報]、[流程圖基本符號簡報]、[流程圖基本結構簡報]、
[流程圖繪製原則簡報]、[閏年的流程圖]、[一元二次方程
式求解流程圖]、[ATM流程圖]、[N!流程圖]、[求最大數
流程圖]、[流程圖繪製學習單](x12)

• 共16筆教學元件
• 以「課程單元1」為交換分享的基礎，但其中所包含的

「課程單元2」無法提供交換分享及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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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五

• 課程(CA)：[電腦解題程序] (x1)
• 單元1(SCO1)：[電腦解題的實例-堆疊(stack)的觀

念]、[程式流程控制-以ATM操作為例]、[電腦解題
的實例-佇列(queue)的觀念] (x3)

• 單元2(SCO2)：[新手上路]、[課程簡介]、[教學內
容]、[評量活動]、[學習資源] (x5)

• 共9筆教學元件
• 僅以「課程單元」做為交換分享的基礎，其下所

包含的素材—各個簡報檔、動畫檔、文字檔，無
法被檢索查詢及再利用。



檢索結果建議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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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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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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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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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資料工作組網站

http://metadata.telda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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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群

　

陳亞寧、陳淑君、沈漢聰、鍾豐謙、陳慧娉、方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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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
歡迎指正

• 中研院計算中心後設資料工作組 陳慧娉
winefast@gate.sinica.edu.tw
02-278994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