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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SCORM

• Sharable Course Object Reference Model
• 共享式教材组件参考模块

• 数字学习的平台与内容标准

• Web-based
LMS

•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 学习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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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学习主要相关的组织

AICC
（航空产业计算机辅助训练委员会，

Aircraft Industries CBT Committee）
AICC是由航空业培训专业人士组成的国际组织，也是数字学习标准
最早的投入者。

IMS全球学习联盟
(IMS Global Learning Consortium)

前身是1997年末，致力于推动美国大学应用信息科技的EDUCOM(一
个计划委员会组织，由美国二十二个大学组成)。所推出的IMS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System)专案，而于1999年转型为IMS
全球学习联盟（IMS Global Learning Consortium），采收费会员
制，会员来自150多家产业界如出版商、计算机厂商、E-Learning
业者、1600所美国知名大学和政府单位，以及非美国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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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学习主要相关的组织

DoD
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ce)
ADL
由美国国防部与白宫科技会联合ADL计划
(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 所成立的一个组炽

IEEE 
电子电机工程师协会，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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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M的发展 – 1999以前

许多机构分别发展数字学习的标准和规格

这样多头进行导致了Web-based 的学习系统

有不同的发展，欠缺一个共同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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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M的发展 – 1999

于1999年一月十二日,
由美国白宫签署的第 13111号执行命令，
指派国防部(DoD)领导整合其它政府机构和民
间组织 发展technology-based learning的共

同标准和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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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M的发展 – 2000

200年一月

ADL 發表 SCORM Version 1.0

这个版本主要以提供研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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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M的发展-2001

2001年一月
SCORM Version 1.1 推出.
开始走出实验室朝向正式的应用，
并开始提供兼容性测试软件

将原名称“Sharable Courseware Object Reference Model”
改成“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 Course Structure Format”改成“ Content Structure Format”,
反映出SCORM的最小单位将是组成课程的众多「课程内容」的对
象，因此便可以重组课程对象而形成新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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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M的发展-2001

2001年十月

ADL 发表 SCORM Version 1.2.
此版导入了课程内容包装的概念
(content packaging) （朝 IMS的标准）

新增了教材与metadata之汇入∕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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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M的发展-2004年一月

于2003年三月推出SCORM 1.3 ，
但随即整合成SCORM2004

此版本引入 Sequencing（编序） and 
Navigation（导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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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发展SCORM的策略

ADL并不自己制定规范，而是整合既有的规

范，并发展测试软件，来测试厂商所提供的
产品是否符合SCORM规格，未来当测试软
件成熟后，ADL将交由中立的第三者.

例如美国训练发展协会(ASTD)等来成立SCORM兼
 容测试中心，对众多的eLearning厂商与使用者提供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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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M的目地

可重复使用性(Reusability)

教学资源可在不同平台呈现并重组

可互相通用性(Interoperability)

教材可在不同的平台间流通

取得容易性(Accessibility)

可轻易在本地或是远程读取教材

耐久性(Durability)

回溯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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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M的主要架构

CAM（Content Aggregation Model）
规定了单独的学习内容如何描述、内容如何组成可共享
和互操作的课程，依照一门课程应涵盖的范围，将特定
的学习资源(Learning Resource)包装在一起，以便于
LMS可以启动此课程。

RTE（Run-time Environment）
一套标准的方法（例如标准的API function），让LMS
启动学习资源以及让学习资源与平台之间可以互相沟通
信息，让学习资源能够在不同的学习管理平台内也可以
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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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 (Content Aggregation Model)的三大规范

Content Model
定义教材中有那些教材组件，及组件间应如何被编排、
统整成一套可重复使用的课程

Metadata
透过XML来描述教材 (Html档，图文件或多媒体文件等) 
的信息；透过Metadata对教材及其组件的描述，我们可
以进一步管理课程的资源

Content Packaging
使用档名一致的Manifest档案 (imsmanifest.xml) 来包
装教材和课程，透过XML来描述教材组件和课程编排架
构，我们只要将该课程输出成SCORM的Content 
Package，支持SCORM的LMS就能够解析SCORM的Manifest
档案，将该课程转入，达成教材共享之目的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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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Model的内容类型

Asset
这是可以由Web浏览器读取的档。比如普通文本文件、
HTML、GIF、小程序、基于应用程序的插件等，是构成学
习对象(Learning Object)最基本的单位 。

SCO（Sharable Content Object）
SCO就是各种asset的集合，因此是一份独立的教材
(instructional material)，是LMS可以派送
(delivery)，追踪(track)及实现互操作的最小单位。完
整的SCO可以内含考试(assessment)机制（如课前测验与
课后测验）、课后作业甚至讨论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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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Model图示１

SCO：一个教学单元，为LMS所能控管的最小单位

Content
Model

SCO

Asset

Content
Aggregation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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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Model图示２

Content Aggregation：集合相关教材形成
完整知识呈现(可视为一chapter)Content

Model

SCO

Asset

Content
Aggregation

Xml form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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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的内容

General：
包括课程标题、描述、建立日期、版本等一般性的课程描述…等。

Lifecycle：描述此对象之版本、目前完工状态（如草稿或已完工），以
及修改此对象之日期、修改者姓名…等信息。

Meta-metadata：描述metadata本身的相关信息，例如由谁输入这些
metadata、何时输入、用来输入metadata的语言…等信息。

Technical：描述技术需求与此资源的特性，例如需要哪些附加软件
(plugin)才能正常读取课程、这个课程的大小与储存位置、需要哪种版
本的浏览器才能读取此课程…等。

Educational：描述此资源教学或教育上的特性，例如本课程的讲师、助
教、是否属于互动性课程或是一般自我阅读性课程、适合的学习者年龄
或是学历、课程难易程度、预估学习时间…等。

Rights , Relation ,Annotation ,Classification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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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的内容

General

Lifecycle

Meta-metadata

Technical

Educational：描述此资源教学或教育上的特性，例如本课程的讲师、助
教、是否属于互动性课程或是一般自我阅读性课程、适合的学习者年龄
或是学历、课程难易程度、预估学习时间…等。

Rights：描述使用此资源的权限或其它限制，例如是否需付费、此课程
是否有任何版权限制…等。

Relation：描述此资源和其它标的资源之间的关系，例如这个课程是否
是其它课程的一部份…等。

Annotation：提供在教育环境上使用此资源的建议，以及此资源由谁、
何时所建立…等信息。

Classification：描述此资源属于哪一个系统领域类别。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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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Packaging

课程内容包装的目的是提供一套标准的包装作业方式，如此
使得课程制作工具可依此包装出一套标准的课程储存在课程
宝库(repository)，并提供给不同的LMS读取。
经过包装后的课程将形成几个重要的档案叙
coursename.html(读取此课程之主要档案)、
coursename.xml（记录此课程一般性之metadata）、
imsmanifest.xml（这个档案记录一个课程的组成结构、各
种学习资源的存放位置，以及其它相关的metadata，这个档
案也可记录SCO或Assets的读取顺序）。
经过包装后的课程会变成单一的PIF(Package Interchange 
File)档，这个档案就好比常见的ZIP压缩档，解开后就是一
门课程所有相关的内容。因此任何符合SCORM的LMS平台都可
以汇入∕汇出这些PIF档。

图示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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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包装之概念

Asset

Content Structure
Information Model

SCO

<manifest>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title>
<item>
…

</item>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s>
<resources>

<resource href =“index.htm”
adlcp :Scormtype=“sco”
identifier=“R_01”

<metadata>
<schema>ADL SCORM</schema>
<schemaversion >1.2</ schemaversion>
<adlcp:location>R_01.xml </ adlcp :location>

</metadata>
<file href =“index.htm” />
<file href =“image1.jpg”>

<metadata>
<schema>ADL SCORM</schema>
<schemaversion >1.2</ schemaversion>
<adlcp :location>image1.xml</ adlcp :location></ adlcp :location>

</metadata>
</file>

</resource>
…

</resources>
</manifest>

Resource Reference

Actual Resource

返回返回



22

RTE（ Run-time Environment）的三大规范

启动（Launch）
所谓的启动的机制是要让LMS可以依照特定条件启动SCO或是Assets。
LMS可以根据课程包装中所定义的顺序、或是依照学习者的指示、或
是依照学习者学习的状况而启动课程，例如，当使用者通过某个课
程的前测(pretest)时就启动课程A，否则启动课程B。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API是由SCO资源发送状态信息（初始化、完成、错误）和交换数据
（获取和设置）的标准函数所构成，使得教材内容与LMS能互相沟
通，简单说， API是LMS与SCO间的沟通方式。

数据模式（Data model）
所谓数据模式是用以定义SCO对象之相关属性、行为、关连、组合、
及继承等， 是LMS与SCO彼此都知道的数据格式 。
例如学生使用某个SCO里面的课前考试(pretest)，SCO也计算出这个
学生的成绩，而这个成绩必须送回LMS后端的数据库以便记录，如果
SCO与LMS之间采用的数据模式(data model)不同，LMS就无法接收到
SCO所传回的成绩。
需要在LMS与SCO之间传递的数据模式如：学生轮廓文件(student 
profile information)、SCO目前的状态信息(state information)、
考试等…

圖示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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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必须启动SCO

 LMS与SCO透过API进行沟通

 依循相同的数据模式进行沟通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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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既有教材符合SCORM标准
 1. 产生教材之metadata

Metadata以XML格式撰写，具有卷标和属性
值，开发工具有：

Authorware SCO Metadata Editor
ADL Metadata Generator

Authorware SCO Meta. Editor
无须具备XML知识也能撰写

 符合SCORM的描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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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既有教材符合SCORM标准
 2. 产生manifest档案

当content packaging汇入LMS，
读取其manifest档取得课程架构，并完成部
署学习资源。

Manifest编辑工具

Microsoft LRN Editor

Macromedia Manifest 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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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N执行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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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既有教材符合SCORM标准
 3. 嵌入java script

在每个教材网页中嵌入SCORM定义的java 
script，作为与LMS沟通之用

嵌入档案

APIWrapper.js
SCOFunction.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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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的SCORM规范资料

SCORM 1.2
Book 1 综论(SCORM Overview)

• 包含ADL计划的整个介绍，以及SCORM的技术规范概要。

Book 2课程对象内容整合模式
(Content Aggregation Model, CAM)

• CAM的目的在于定义如何识别、描述各类学习内容，并将相关的

 学习内容汇集成一个课程，且能在不同LMS之间使用。CAM包含学

 习内容(learning content)的寻找与整合方式，并定义了如何标

 识和描述学习内容。

Book 3执行环境(Run-Time Environment, RTE)
• Book 3主要引用自AICC对于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的规范，

 主要说明如何利用API adaptor建构学习者与LMS之间的执行环境。

 利用RTE所定义的API与data model可以使LMS记录学习者的学习

 状态，并根据这些学习状态决定后续需要提供给学习者的学习内

 容，或是作为改善教学内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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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的SCORM规范数据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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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的SCORM规范资料

SCORM 2004
SCORM Overview
SCORM Content Aggregation Model (CAM)
SCORM Run-Time Environment (RTE)
SCORM Sequencing and Navigation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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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的SCORM规范数据图标

SCORM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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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Sequencing

所谓的「编序」系依据学习者的学习状况而重组教材呈现顺
序，下面的图标即是一范例。

下图表示这门课程共有SCO A～C三个主题，如果通过SCO A就
直接跳至SCO C，否则跳至SCO B，而通过SCO C时表示课程学
习完毕。

要达成此功能，设计者必须依据IMS规范指定的规则撰写逻辑
判断，和指引教材组件间的排序动作。

S C O  A S C O  B S C O  C

通 過

未 通 過 通 過

未 通 過

通 過 完 成



讲解完毕  
Questions & Answers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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