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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育技术标准(CELTS)术语规范（草案） 

1 概论 

本文档提供网络教育技术标准中所使用的术语的定义和符号的说明。它也提供术语的解释，通过具

体说明相关术语之间概念上的联系而对其定义进行补充。本文旨在帮助开发者、管理者和其他CELTS标

准的读者理解标准中的关键性概念。 

 

1.1 范畴 

本文档涵盖网络教育技术标准中所使用的术语。虽然本文档试图包罗万象，但仍然不能提供学习技

术方面所有的词汇，同时由于部分标准存在其自定义，本文档也就不能提供网络教育技术标准涉及的所

有词汇。本文档着重介绍那些对理解网络教育技术标准具有重要作用的术语，术语也是按照其在标准中

一般性的、确定的用法定义的，然而由于术语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之外的用法未确立，本文档中出现的

定义还是定义术语在标准中的用法。学习技术、教育及信息技术的术语增长迅速且不统一，本文档希望

能有助于上述领域的整合，但可能并不能用于具体说明术语在网络教育技术标准之外的用处。 
 

1.2 目的 

本文档旨在于提供所有网络教育技术标准关键术语的定义和解释。定义和解释旨在帮助用户正确地

翻译和应用标准，并进行精确的含义测验。本文档也希望能对学习技术其他领域的人理解和使用标准提

供帮助。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 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3 定义、首字缩写及缩写 

3.1 定义 

      

中文术语 对照英文术语 解释 

3.1.1         

抽象字符 

Abstract character ISO/IEC 10646-1 指令集（UCS）的字符，

与编码无关。 

3.1.2         

抽象 

Abstraction  （A）对相关事例特性的概括。（B）抽象

的过程。 

3.1.3         

抽象-实现边界 

 

Abstraction-implementation 

boundary 

（A）抽象与实现的相互映射。（B）不同

粒度水平的边界。 

3.1.4         

抽象-实现层 

Abstraction-implementation layer 参见细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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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访问 

Access 

 

应用程序读写数据的过程。 

 

3.1.6         

访问控制 

Access control 基于对访问者和被访数据的认证，有选择

地允许或禁止数据访问的安全技术。 

3.1.7  

访问者 

Accessor 试图访问安全防线内资源的用户、系统、

代理或实体。 

3.1.8         

实际实现 

Actual implementation 参见实现（A）。 

 

3.1.9  

自适应测试 Adaptive testing 

根据心理测量学的特性、试题的内容和测

试者对先前试题的作答情况来选择测试

后续试题编列顺序的个性化测试。 

3.1.10         

管理员 

Administrator  负责选购和管理系统的人。 

 

3.1.11        

代理 

Agent 能够代表人的行为和动作的自动化系统。

3.1.12        

聚合数据类型 

Aggregate datatype 一个生成的数据类型,原则上由其它数据

类型组成. 

3.1.13        

聚合操作 

Aggregation Operation 连结一个或更多数据类型的几个实例到

单个容器中. 

3.1.14  

参考答案 

Answer 供参考的试题答案。 

3.1.15  

得分点 

Answer key 描述了练习或测试得分的关键点。 

3.1.16         

应用编程接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标准的软件中断、调用、函数和数据格式

的集合，应用程序可以此访问网络服务、

设备或操作系统。 

3.1.17  

应用编程接口一

致性 

API Conformance 指与一个应用编程接口绑定相一致的特

性。 

3.1.18  

参数值 

Argument 与数据元素相关的信息，出现在等号右

边，也叫做数据元素值，或数据元素数据。

3.1.19  

排列对象响应 
Arrange objects response 

应试者排列多个对象的一种测试方式。 

3.1.20  

评估 
Assessment 

为了某个特定目的，从测试、考试、问卷、

调查或间接的推断信息中取证，用以推断

人物、事物或项目等的特性的系统化方

法。 

3.1.21  

评估机制 
Assessment engine 

根据响应评价结果，产生分数和反馈的过

程。 

3.1.22         

可分配单元 

Assignable unit 学习管理系统所能管理的课程 小元素。

 

3.1.23  

态度调查 

Attitude survey 就学习者对课件诸如实用性、质量、喜欢

程度、友善性等方面评价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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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著作系统 
Authoring system 

允许使用者开发、编辑试题和试卷的一个

或多个计算机程序的通称。 

3.1.25        

授权 

Authorization 允许进行某操作或使用某方法或服务。 

3.1.26  

基本元素 

Basic elements 基本元件是课程内容的组成部分，可用已

定义好的，并被广泛接受的格式存储，包

括文本、音频、图像、动画。 

3.1.27  

套卷 
Battery 

对同一批应试者实施的标准化测试，其标

准分相互比较或组合后用于决策。 

3.1.28        

绑定 

Binding 从一个框架或规范到另一个框架或规范

的应用或映射。 

3.1.29        

块 

Block 任意定义的结构元素分组。一个块由相关

的可分配单元或其他块构成。 

3.1.30        

书签 

Bookmark  学习者计划回复的学习资源的定位标志。

书签由学习者为参引及复习的目的而设

置。 

3.1.31  

应试者 
Candidate 

通过答题参与测试、评估或考试的人。 

3.1.32        

类别 

Category 相关数据元素的集合。 

3.1.33        

编目信息 

Cataloging information 便于内容检索的信息，包括标签、索引等。

3.1.34        

认证 

Certification  某权威机构对于学习者在某学科方面能

力或某些相关技能掌握程度的认可。 

3.1.35  

认证处理 
Certification processing 

将个人实际情况与评估要求进行匹配的

过程。当所有要求都满足时予以确认。 

 

3.1.36  

选项 
Choice 

应试者可能选择的响应项。它包括正确选

项和干扰项。 

3.1.37        

编码 

Coding; encoding （A）在信息交换中信息的形式化或结构

化呈现。（B）以某种结构呈现信息的过

程。 

3.1.38  

复杂元素 

Complex elements 不能用已有的工业标准格式定义的课程

内容的组成部分。 

3.1.39  

复合响应 
Composite response 

指基本响应类型的不同组合体。一系列彼

此相关的子响应共同构成一个项。 

3.1.40  

计算机化的自适

应性测试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 

由计算机管理的自适应性测试。 

3.1.41        

计算机辅助教学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CAI) 

利用计算机作为教学支持手段，而不是作

为教学授递的主要媒体。 

3.1.42        

计算机化培训 

Computer-based training（CBT） （A）使用计算机提供交互式教学。（B）

运用计算机管理教学系统控制的教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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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1.43        

计算机管理教学 

Computer-managed 

instruction(CMI) 

利用计算机来注册学习者、调配学习资

源、控制和引导学习过程，分析并报告学

习者成绩。 

3.1.44  

条件数据元素 

Conditional data element 当特定条件满足时，该数据元素就会在一

个数据结构的实例中被定义。 

3.1.45  

保密性 

Confidentiality 

 

 

仅允许授权用户进行数据存取和检索的

安全技术。 

3.1.46         

一致性 

Conformance 对于一个实现(或系统)来说, 一致性是

指满足一个标准或者规范需求。 

3.1.47  

一致性声明 
Conformance statement 

关于一致性的承诺或说明。 

3.1.48  

构造响应项 
Construct response item 

应试者必须自己创建响应而不是从所列

举的响应中进行选择的一种练习。 

3.1.49        

课程 

Course 为一个或多个学习者使用而设计的一个

完整的教学单元，为它们形成在某一学科

的学力或某一套相关任务的能力而提供

必要的知识或技能。它可能包含若干课、

测验和相关的学习目标，也可能是某课程

体系的一部分。 

3.1.50        

课程内容 

Course content 课程的结构单元及其学习目标。 

（B）传递给学习者的学科内容。 

3.1.51        

课程要素 

Course element 课程的三大构元之一，即可分配单元、块

或目标。 

3.1.52  

课程互换 

Course interchange 在保持其原有功能不变的前提下，将一个

著作系统或平台生成的学习单元的逻辑

结构和内部数据转换为另一个著作系统

或平台能够支持的形式。 

3.1.53        

课程前需 

Course prerequisite 学习者在开始学习课程前所必须满足的

条件。 

3.1.54        

课程结构 

Course structure 课程的所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前需条件

和完成要求的描述。 

3.1.55        

课件 

Courseware  用于培训或教学的软件。 

3.1.56        

课程计划 

Curriculum  按照一个或多个教育专门方向组合而成

的课程集合，或由较小的学习单元组合而

成的集合。 

3.1.57  

分数线 
Cut score 

在分数衡量方面的指定点。该点及该点以

上的分数被认为与该点以下的分数不同。

有时只有一个分数线，把可能的分数划分

为“通过”和“未通过”或“掌握”和“未

掌握”两部分。有时在建立成绩标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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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或复杂分数线以定义三个或更复

杂的分数等级。 

3.1.58  

数据元素数据 

Data element data 与数据元素相关的信息，也称为数据元素

值。 

3.1.59  

数据元素生存期 

data element longevity 数据元素的一种属性，用于表示数据元素

同标准的过去、现在或将来版本的关系。

3.1.60        

数据实例 

Data instance 在一些绑定中被使用的数据集。 

3.1.61        

数据对象 

Data object 在数据访问的概念模型中的数据处理单

位. 

3.1.62        

数据集 

Data set 数据结构的实例。 

 

3.1.63        

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A）零个或多个数据元素聚合体的数据

类型；（B）参见数据集。 

3.1.64   

数据类型 

Data type 由不同的值组成的集合的一个属性，该属

性描述这些不同的值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以及所能施加的操作。 

3.1.65  

依存资源 

Dependency 当前描述的资源依赖于指定的某一资源。

3.1.66  

难度 
Difficulty 

表明测试等级（从 0.0 到 1.0）的一种统

计特性，也可认为是一种易度。其值为某

题的平均分除以该题的满分。0.0 表明测

试很难（没人答对），1.0 表明测试很容

易（没人答错）。0.5 是个理想的系数值。

3.1.67  

区分度 

discrimination 试题鉴别不同被试者能力的程度，可用题

目得分与总分间的积差相关系数作为区

分度指标（对选择题），也可用高低分组

各占 27％的被试者的通过率之差来表示

（不限题型）。 

3.1.68        

远程学习 

Distance learning 学习者与教育技术系统或教师远程交互

的一种学习形式。 

3.1.69  

干扰项 
Distracter 

应试者可能会选择的非正确选项。 

3.1.70        

分布式学习 

 

Distributed learning 基于分布式教育技术系统的学习。 

3.1.71        

分布式教育技术

系统 

Distributed learning technology 

system 

在子系统和其他系统间以互联网或广域

网为主要通信方式的教育技术系统。 

3.1.72  

拖放题 
Drag and drop response 

要求应试者把图像从一个地方拖到另一

个地方以说明其选择的一种作答方式。 

3.1.73  

动态编列 
Dynamic sequencing 

基于应试者先前响应所进行的项或节编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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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4  

论述题 

Essay response 应试者需输入一篇短文的一种作答方式。

3.1.75  

评价 

Evaluation 系统产生学生绩效和课程评估信息的过

程。 

3.1.76        

体验 

Experience  

 

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对事物的认识和亲

身经历。 

3.1.77        

扩展数据元素 

Extended data element 是数据结构的要素之一，其定义超出某一

标准范围并被允许用于该数据结构的实

例中。扩展数据元素需经各数据互换方和

各数据互换实现方同意才能被使用。 

3.1.78  

易度 
Facility 

一种表明测试的等级（从 0.0 到 1.0）的

统计特性，测试的平均分数除以满分作为

度量。 

3.1.79  

反馈 
Feedback 

返回给学习者，以指导学习过程的信息。

3.1.80  

填空题 
Fill- in- the- blank( s) 

要求应试者输入一个或多个词或数字使

得句子完整的一种作答方式。 

3.1.81  

流 
Flow 

一系列由显示表达机制作为逻辑块或段

处理的内容。 

3.1.82        

生成 

Generate  

 

把数据的意义转变成一些适合数据交换

的形式。把数据按其语义转换成适合数据

交换的形式。 

3.1.83 全球化 Globalization/G11N 参见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3.1.84  

等级分 

Grade equivalent score 平均分所对应的学校规定等级。 

3.1.85        

粒度 

Granularity 有关对象的大小、尺度及其详细程度等特

征的描述。 

3.1.86  

重要测试 
High- stakes test 

测试结果对于应试者、程序或测试机构来

说很重要的、产生直接后果的测试。 

3.1.87  

热区响应题 
Hotspot response 

要求应试者通过在图像显示区域点击鼠

标或指示设备以表明其选择的作答方式。

3.1.88        

实现 

Implementation  （A）抽象的工作实例。（B）低层次的抽

象。（C）生成实现的过程。 

3.1.89  

实现行为 

Implementation behavior 实现的可观测行为或表现。 

3.1.90  

实现定义的行为

（值） 

Implementation-defined behavior

（value） 

未指定的行为或未指定的值，这些行为或

值需要在实现时做出选择。 

3.1.91       

资料性表述 

Informative wording 非必要但有助文献理解的表述。 

3.1.92 例化 

 

Instantiation 指国家标准在具体行业、领域中进行实例

应用的过程。 

3.1.93        Instructional objective 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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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3.1.94        

智能授导系统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是一种学习技术系统，能根据学习者的特

定目标、需求和偏好，利用教学方法和学

科知识动态地调整学习内容。 

3.1.95         

交互 

Interaction  学习者与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 

3.1.96 国际化  

I18N/Internationalization 

将本地规范转变为超越所有本地局部特

征的条例的过程。 

3.1.97        

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  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交换信息或功能的

能力。 

3.1.98  

解释（数据） 

Interpret (data) 依据标准处理数据以得到其语义。 

3.1.99  

试题 
Item 

测试中使用的问题、选项、正确答案、得

分点和输出结果等的结合体。 

3.1.100  

内容项 

Item 内容结构中的一个节点。 

3.1.101  

题库 

Item bank 题库是按照一定的教育测量理论，在计算

机系统中实现的某个学科题目的集合，是

在数学模型基础上建立起来教育测量工

具。 

3.1.102  

答题说明 
Item prompt 

引导应试者得出明确响应的例题、启示或

指导。 

3.1.103        

多语言字符串 

Langstring  一种能表示一个或多个字符串的数据类

型。一个多语言字符串的值可以包含多个

语义相同的字符串，这些字符串可以是不

同的翻译或选择性的描述。 

3.1.104        

学习者 

Learner  依靠学习技术系统获取知识或技能的个

体。 

3.1.105        

学习者历史 

Learner history 关于学习者过去的表现或学习经历的信

息。 

3.1.106        

学习内容 

Learning content 在学习过程中所呈现的信息，往往以多媒

体形式提供。 

3.1.107  

学习对象 

learning object 用于学习，教育或培训的数字或非数字的

任何实体。 

3.1.108        

学习目标 

 

Learning objective 培训或学习的目的描述，包括对学习者知

识、技能和表现的期望可能与任何大小的

教学单元相关。 

3.1.109        

学习对象元数据 

Learning objects  metadata 描述学习对象数据的数据。 

3.1.110        

课 

Lesson  包括学习内容和相关学习对象的教学单

元，其中可能还包含学生考核部分，需要

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掌握。 

3.1.111         Lesson element 任意赋名的课中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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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片段 

3.1.112        

课程编列 

Lesson routing 

Lesson sequencing 

为特定学习者安排课程中每节课次序的

过程。 

3.1.113  

李克特测试 

Likert test 一种由一系列喜爱度问题组成的测验。每

个问题都给学生提供一组选择。回答通常

是基于学生的意见和态度。喜爱度测验与

多项选择测验的区别是它对于每个问题

都没有正确答案。 

3.1.114  

特定地域行为 

Locale-specific behavior 依赖于民族、文化、语言、制度等地方习

俗的行为，在具体实现时加以说明。 

3.1.115 本地化 

 
Localization/L10N 

又称为本土化，是指为满足本国、本地特

定需求将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进行转换

的过程。 

3.1.116  

逻辑组响应 
Logical group response 一种基本响应类型，它允许应试者把对象

组合在一起以表示他们的选择。 

3.1.117  

逻辑标识符响应 
Logical identifier response 一种基本响应类型，描述了各种选项并提

供了一种让测试者选择选项的机制。 

3.1.118  

次要测试 

Low- stakes test 结果对应试者、程序或测试机构是次要的

或不产生直接后果的测试。 

3.1.119        

必须 

Mandatory data element 在数据结构中被定义且被具体事例所必

须的元素。 

3.1.120  

内容清单 

Manifest 对有意义的学习资源的描述，包括元数

据、组织结构和资源引用的描述。 

3.1.121  

平均分 
Mean 

分数的算术平均分，即用分数的总和除以

分数的个数。 

3.1.122  

媒体素材 
Media material 

媒体素材是传播教学信息的基本材料单

元，可分为五大类：文本、图形（图像）、

音频、视频、动画。 

3.1.123        

元数据 

Metadata  用于描述学习资源、数据对象、学习技术

系统构件特性的结构化数据。 

3.1.124        

元-元数据 

Meta-metadata  描述元数据的数据。 

 

3.1.125  

实测难度 

modified difficulty 经过抽样测试和试题库的实际运行，实测

的试题难度。 

3.1.126  

实测区分度 

modified discrimination 经过抽样测试和试题库的实际运行，实测

的试题区分度。 

3.1.127  

单选题 

multiple choice 要求应试者从多个选项中选择一个答案

的作答方式。 

3.1.128  

多选题 
Multiple response 

要求应试者从多个选项中选择多个项作

为答案的一种作答方式。 

3.1.129  

漫游(访问、系统) 

Nomadic (access、system ) 跨越不同地点或通信时段，而能保持连续

的服务。（B）部分时间与子系统或相关

系统的通讯网络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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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0        

漫游学习 

Nomadic learning 学习者跨越不同时段或区域获取持续服

务的学习形式。 

3.1.131        

漫游学习技术系

统 

Nomadic learning technology 

system 

能为学习者在不同会话期提供持续的服

务的学习技术系统，有时与负责子系统和

其他系统之间通讯的网络也不连接。 

3.1.132  

标准分数 

Normalized standard score 对于特定人群的分数进行某种数字转换

后，得到的一种接近正态分布的导出分

数。 

3.1.133       

规范性表述 

Normative wording 规范性表述是标准的根本信息内容。 

标准中必须的核心内容。 

3.1.134  

数值响应 
Numeric response 

一种基本响应类型，应试者输入数字来表

明选择。 

3.1.135       

约束性(数据元

素) 

Obligation  (data elements) 对数据元素的某种要求和许可，用于确定

一个数据结构的合法性，其类型包括“必

须”，“条件”、“可选”，“扩展”等。

3.1.136       

约束性调整 

Obligation override 约束性程度可以调整。例如：一个实现可

能将一个“可选”的元素当作“必须”的，

但不推荐把一个“必须”元素当作“可选”

的。 

3.1.137       

过时数据元素 

Obsolete data elements 在数据结构中已定义过的元素, 但在数

据结构的实例中不可再使用（受到生存期

的限制）。 

3.1.138  

组织结构 

Organizations  内容清单中一种或多种学习内容的组织

方法。 

3.1.139        

可选数据元素 

Optional data element 在数据结构中被定义但具体事例不一定

需要的元素。 

3.1.140  

结果 
Outcome 

试题响应后将发生的事件(如项计分、反

馈等)。 

3.1.141        

超范围 

Out-of-scope 在标准中未详细说明但在其他地方可能

被说明的特性。 

3.1.142        

包 

Package  一个逻辑目录, 包含一个特定名称的内

容清单文件以及内容清单文件中引用的

实际物理文件。 

3.1.143  

包交换文件 

Package interchange file 由包制成的一个可供交换的文件

(如 .zip, .jar, .cab)，是一种通过网

络传输结构化信息的简便形式。 

3.1.144  

参与者 

Participant 参加测试、评估或调查过程的人。 

3.1.145  

参与者平均分 

participant mean 应试者得分的平均数。通过检查高分和/

或低分应试者选择的选项来决定项中的

选项是否有效。 

3.1.146  

绩效 

Performance 确定在一个复杂特定的情形中（比如模

拟）如何收集有关学生表现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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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7        

绩效分析 

Performance analysis 依据学习者在一节或多节课内与系统交

互的情况判定学习者所掌握的知识、技能

或能力。 

3.1.148  

物理资源 

Physical files 包含媒体文件、文本文件、评估对象和其

他以文件形式存在的数据。 

3.1.149        

作品集 

Portfolio  学习者的代表性作品及引用记录的集合，

用以证明和评判其能力和成就。 

3.1.150        

偏好信息 

Preference information 反映用户喜好的数据，如界面特点、技术

特点、学习内容呈现方式等。偏好信息可

显式地由学习者设定，或隐式地从学习者

的行为中导出。 

3.1.151        

前需 

Prerequisite  在学习者开始学习或培训时必须满足的

条件。 

3.1.152       

探测 

Probe  “探测”一个特性是指一个应用在“安全”

环境下尝试使用该特性来隐含测试其是

否存在，且不会引起未定义的行为。 

3.1.153       

产生 

Produce  在词汇或编码边界定义内处理数据，并写

出结果的数据。 

3.1.154 质量保

证 

Quality assurance 为了提供足够的信任表明实体能够满足

质量要求，而在质量体系中实施并根据需

要进行证实的全部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

动，是质量管理的一部分。 

3.1.155  

原始分 

Raw score 应试者在测试中得到的未做任何修正、调

整的原始成绩。 

3.1.156  

细化层 

Refinement layer （A）在特定粒度水平对系统的抽象。（B）

抽象的粒度水平。 

3.1.157       

关系信息 

Relations information 有关学习者与其它学习技术系统用户（如

老师、代理人和其它学习者）关系的信息

3.1.158  

信度 

Reliability 一种测量工具及其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和

稳定性程度。 

3.1.159        

呈现 

rendering  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项的过程。 

3.1.160  

信息库 

Repository （A）信息集合。（B）信息与数据存取控

制机制（如检索、索引、存储、恢复和安

全）集的实现。 

3.1.161  

保留数据元素     

Reserved data element 数据结构中的某种元素，它没有被定义，

也不允许在该数据结构的实例中出现。 

3.1.162        

可复用性 

Reusability  构件能整合到多个环境中并发挥作用的

能力。 

3.1.163  

资源引用 

Resource 对内容清单中所有实际物理资源和所需

媒体素材的引用。 

3.1.164  

响应处理 
Response processing 

评价应试者响应的过程。 



  

11 

3.1.165  

响应类型 
Response type 

应试者提供测试答案的类型。 

3.1.166        

编列器 

Router  CMI 系统中为学习者安排可分配单元的构

件。 

3.1.167       

运行环境 

Run-time environment 学习对象和学习管理系统间交互通信的

机制和数据模型。 

3.1.168  

分数 

Score 使用数值或基于描述性量表的点或数来

表示学习者评价的结果。 

3.1.169  

计分公式 

Scoring formula 

计算考试原始分数的公式。 简单的计分

公式是“原始分数等于答对的数量”。其

他公式给项的响应以不同的权值，有时为

了更正确，对没有响应的分配 0 权值，响

应不正确的分配负权值。 

3.1.170  

节 
Section 

项的集合（静态的或动态的产生）。通常

是关于一个特定目标的集合。 

3.1.171       

安全信息 

Security information 有关学习者数据的安全保障的信息，例如

密码、私钥、公钥、生物测定等。 

3.1.172  

排序题 
Sequence response 

应试者对对象或文本进行排序的一种作

答方式。 

3.1.173 服务质

量 

 

Service quality 服务质量是指服务满足用户明确和隐含

需要的能力的特性之总和，  

3.1.174  

会话 

Session  终端用户与交互系统通信的时间段，即该

用户从登录到注销的学习时段。 

3.1.175        

低峰值 

smallest permitted maximum 指应用程序至少能支持的列表项数或字

符串长度等 

3.1.176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对结果的离散程度的统计测量。标准差越

大，数据的离散程度越大。 

3.1.177  

静态序列 
Static sequencing 

项或节的顺序是固定的，不随测试者过去

的响应而变化。 

3.1.178  

串响应 
String response 

应试者输入文本或数字作为用户响应的

一种基本响应类型。 

3.1.179        

测试 

Test 用于测量学习者绩效、知识和技能的工具

或技术。 

3.1.180  

主题 
Topic 

练习的主题。 

3.1.181  

判断题 True/ false 

要求应试者在两个选项中进行判断，一个

标记为“对”（true），一个标记为“错”

（false）。 

3.1.182  

审定 
validation 

对测试得分解释的正确性进行审核的过

程。 

3.1.183  

效度 
validity 

通过一次测验能确实地测量到它所欲测

量指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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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4       

值域 

Value space 某一数据类型的取值范围。 

3.1.185  

坐标响应 

XY Co- ordinate 提供一幅或多幅图像，应试者通过在图像

上选择某一特定位置来表示他们选择的

一种基本响应类型。 

 

 

3.2 字缩写与缩写 

AGR     AICC 指导与建议 

ANSI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应用编程接口 

ASCII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美国标准信息交换码 

AU assignable unit 可分配单元 

CAI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计算机辅助教学 

CBT computer-based training 计算机化训练 

CDATA Character  Data 字符数据 

CGI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公共网关接口 

CMI computer-managed instruction 计算机管理教学 

CPI content Packaging Interchange 内容包装交换 

DLTS    distance learning technology standard 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标准 

DTD Document Type Definition 文档类型定义 

F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文件传输协议 

G11N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HCAP 基于 HTTP 的 AICC CMI 协议 

HTTP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超文本传输协议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子电机工程协会 

IIOP Internet Inter-ORB 互连协议 

IP  Internet protocol 互联网协议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国际标准组织 

ITS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智能授导系统 

I18N     Internationalization 国际化 

JTC Joint Technical Committee 联合技术委员会 

LE learning environment 学习环境 

LMS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学习管理系统 

LTSC Learning Technology Standards Committee 学习技术标准委员会 

L10N    Localization 本地化 

PCDATA Parsed Character  Data 解析字符数据 

PTT part-task trainer 部分任务训练器 

QA      Quality Assurance 质量保证 

QC      Quality Control 质量控制 

QM     Quality Management 质量管理 

QoL     Quality on the line 在线质量 

RFC 注解请求 

SCORM 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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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       Service Quality 服务质量 

TCP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传输控制协议 

TCP/IP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传输控制/互联网协议 

TQ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全面质量管理 

URI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统一资源识别器 

URL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统一资源定位器 

WBT     Web-based Training 基于 Web 的培训 

W3C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万维网联盟 

XDR XML Data Representation XML 数据表示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扩展标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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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解释 

此附件正在建设中，还不能完全满足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所有的需要。属于特定专题的术语以斜体的

形式列在相应子部分的开头，并以黑体的形式出现。这是为超文本版本而设计的，并将会从文档中删除。 

A.1 课程结构 

（课程结构、可分配单元、组块、课、课程、课程元素、课程内容、结构元素） 
 

CMI 中课程结构从构件的角度来看，也就是指课、组块和可分配单元这三大结构元素及其相互关

系。相互关系描述包含、分组和控制权的顺序。在描述结构元素控制权顺序问题时，学习目标用来确保

正确的教学顺序。 
可分配单元位于 CMI“建筑模块”层次的 低层，也是 CMI 系统可以分配给学习者的 小单元，

依靠它也可以追踪学习者的位置。从内容的角度看，可分配单元可以包含教学片段、测验或模拟。一节

课可能由一个或多个可分配单元组成。可是，“可分配单元”这个术语反映出设计者的观点，而“课”

反映教学的观点。 
课的概念与传统上将学习内容划分为若干部分有一定的联系。课一般在一个会话中完成，需要 20-60

分钟。 
组块用来将多个可分配单元、课或其他组块等构件组合在一起。可分配单元和组块都是课程元素。 

 

 
 
 
 
 
 
 
 
 
 
 
 
 

图 1 课程结构图 

注： 图中符号表示的说明参见附件B。 

A.2 课程顺序 

（课程元素，结构元素，前需，路由器，课程层次，学习目标、复合目标） 
 

课程的结构元素的顺序对于学习者而言，就是课程的层次。在运行过程中，CMI 系统的路由器评

估可分配结构元素的状况及可分配资源是否可用。只有课程的结构元素可以根据相关元素的前需来排

组

课 

可分配单

元 
组

可分配单

元

课程

可分配单

元=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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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CMI 结构元素的前需是在满足了其它课程元素的要求之后才形成。例如，A3 可分配单元的前需就

是至少要完成 A1 和 A2 中的一个。前需可能也需要达到某些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可能是简单的也可能是复合的。 
复合目标完成与否取决于至少一个结构元素或两个目标是否完成，并由可分配单元来确定并报告。 
复合目标完成条件的具体事例： 
· 掌握两个或多个目标。 

· 通过一节或多节课（可分配单元）。 

· 完成一个或多个组块。 

学习者可以使用书签来返回课程的前一部分和改变教学的顺序。书签是学习者放置的个人标签。读

者可以将课的一部分当作课元。课元不能排序。 
 

A.3 学习内容 

{课件、课程、课、测验、课程、学习内容、教学目标、学习目标、训练目标} 
 

学习内容作为一个一般性概念，包括向使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的学习者提供的各种类型的信息及

传输方式。学习内容包括课程的逻辑策略或教学策略，而不仅仅是内容。因此，不仅把各种类型和大小

（课、课程、测验）的教课程序（课件）当作学习内容，而且把授递给学习者的其他信息块也当作学习

内容。“学习内容”这个词有时指所有类型的学习资源，包括向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其它类型用户：导师

（学习目标）和教育管理者（课程）等提供的信息。 

 

A.4 设计 

{抽象、抽象—实施界限，精炼层（抽象—实施层），实际实施、实施、绑定、XML 绑定、超范围} 
 

在系统设计中，抽象从较高的概括性的框架或架构到较高的详细的具体规范、工作构件和系统是不

同的。高层次的（更概括，粗糙的）抽象可以通过从低层次的（更明确，精细的）抽象中去除细节后获

取，同时，在高层次的抽象中增添细节也可以得到低层次的抽象。给定的标准中未提及的细节就被认为

超范围。 
实施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低层次的抽象就是高层次抽象的实施，此时实施就是抽象

的。具体的实施，比如说一个抽象的工作实例被称为实际实施。 
抽象的概括性水平被称为精炼层（抽象——实施层），相邻精炼层间的分际线被称为抽象——实施

界限。对应地，抽象——实施界限也可以被描述为相邻精炼层间的映射。 
两个或多个抽象可以属于同一精炼层。实际上，在系统设计中公认的 高精炼层是架构水平，也

可能同时存在几个不同的抽象，例如，在学习技术系统就有多个有效的架构。 
不同抽象间的映射构成绑定。通常，“绑定”指用某种语言描述特定系统，它强调系统的数据结构

或者功能性。XML 绑定就是一个例子。 
 

A.5 数据与数据访问 

{访问控制、认证、授权、安全性、加密、识别、编码、解码、必需数据元素、任选数据元素、核

心项目、分类信息（元数据）、 低峰值、互用性} 
这一专题包含的术语与以下几方面有关：数据安全性（访问控制、认证、授权、安全性、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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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数据表示、数据描述以及数据结构中某些数据元素存在需满足的条件。安全性术语描述数据使

用的过程和方法以确保它们仅供指定的用户使用。 
抽象层（编码）的信息表示后面紧跟着解码——实际上在实施阶段是对信息的双向表示。出于安全

的考虑加密是一种变化的解码方法。 
数据元素在数据结构中的地位可能是必需的也可能是可选的。必需数据元素是数据结构中不可缺少

的，而可选数据元素可以省略，但如果存在，则必须按标准中所规定的那样来对待。 
核心项目对于特定的应用或实施而言是必不可少。在CMI中，这一术语常用来描述联系CMI系统与课

的数据元素，它对于课的操作是不可缺少，并要一直保持可用。 

数据描述术语可以用内容或资源（分类信息、元数据）和 数据格式（ 低峰值）的描述（规范）

来表示。 
低峰值用于限定字段的长度（或项目数）。标准规定其值是确保数据正确处理的 大长度。它也

是为确保所有实施和应用的互操作性，它们所处理的字段或记录的 小值。而某一特定应用可能支持较

长的字段长度。因此， 低峰值是所有“ 大值”的 小值。 
例如：如果在标准中规定名为“街道地址”的字段的 低峰值为 50 个字符，那么应用和实施可以

使用更长的字段，但所有的应用和实施都必须至少保留 50 个字符来保存此字段。 
 

A.6 学习者数据 

{学习者历史记录，绩效信息、作品集、成绩单，个人信息、趋向性信息、学习风格} 
 

学习者的相关数据可能因为其内容（它所描述的）、类型（它是如何注册的或产生的）、粒度、保密

访问、或特点类型（动态的、因时而定的、稳定的）的不同而各有不同。 
学习者历史记录是关于过去学习经历的信息的一般性概念。绩效信息包括学习者在不同层次（课

程、课、任务等）所收集到的学习者活动和对学习者知识技能的评价结果的数据。在测验层次或测验项

目上，绩效信息就用学习者的分数来表示，学习者的绩效也可用收录在作品集中的学习者作业来表示。

在课程层次上，学习者的学习效果由教育权威机构记录在成绩单上。 
个人信息包括用于学习者认证、定位及联系的数据，如学习者的姓名、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等。趋

向性信息包括能让学习者以 方便的方式使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的数据。此信息可能包括学习者喜欢的

颜色方案、界面特征或学习风格，但不包括学习者的学习内容或主题偏好。 
 

A.7 现代远程教育系统的类型与学习 

{学习技术系统，计算机辅助教学、计算机辅助学习、计算机化训练、交互式多媒体教学、计算机

管理教学、学习环境、漫游式学习技术系统、分布式学习技术系统，基于网络的学习技术系统} 
 

计算机辅助教学(CAI)、计算机辅助学习(CAL)、计算机化训练(CBT)、交互式多媒体教学(IMI)和

计算机管理教学(CMI)这几个可相互替换的术语都指在教育中使用计算机及相关通讯技术。这些术语在

很大程度上可用于表示在学习材料的创作及其传送、教育过程的管理、训练、教学或学习中使用计算机

技术。 

这些术语之间细微的差别反映出计算机支持部分和传统人类活动在教育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并对基

于计算机过程的强调程度不同。特别是，“基于计算机”强调技术在核心教学内容的开发和传送及某些

管理功能的绩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计算机辅助”则表示计算机在教学内容的开发、传送和存储中

起到补充作用，而总体上，人是教学过程的主导者。 

“计算机化训练”首先强调学习面向绩效的特点，例如它强调学习者的活动而不是学习资源的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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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将交互式多媒体教学作为浓缩技术的教育的一般性术语反映出一种事实，即大多数学习材料利用多

媒体，而且学习过程包含与学习材料的交互而不是被动的过程。 

学习技术系统（现代远程教育系统 s）包括许多为教育服务的工具、环境、课件和资源管理系统。

现代远程教育系统还可以分为两类：按教育功能（智能授导系统、学习环境）和按技术特征（漫游式

学习技术系统、分布式学习技术系统、基于网络的学习技术系统）来划分。本文档不包括学习技术系

统的分类。 

智能授导系统（ITSs）是模仿人类教师行为主要特征的系统。通常，ITS 掌握相关领域的知识、授

导策略和方法，能模拟学习者的知识状况。学习环境（LEs）可用于独立的学习经历，或提供帮助、指

导或指南。它们为有效地学习创造条件，并可能包括数字和非数字的实体。虚拟学习环境可通过提供典

型的活动诸如展示、讨论、练习和测验等来模拟教室环境。小规模的 LEs 可以是基于模仿和游戏，LE

的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虚拟实验室。 

不同类型的学习（漫游式、分布式，远距离）由相应的现代远程教育系统 s 来支持。 

 

A.8 现代远程教育系统体系架构构件与流 

{评估、行为、分类信息（元数据）、指导、发送、评价、交互情境、学习者、学习者记录、学习内

容、学习趋向性、学习资源、定位器、多媒体、绩效信息，查询} 
 

 

 

 

 

 

 

 

 

 

 

 

图 2  现代远程教育系统体系架构构件和流程示意图 

注： 图中符号表示的说明参见附件B。 

 

A.8.1 评估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从评价构件到指导构件的数据流。评价构件提供学习者当前状况的信

息，指导构件以此来确定 佳的学习经历。由评估构件提供的信息可以是充分且详细的，或仅限于当前

的情境这一狭小范围，但总是与学习者当前的活动有关。而以前学习经历的信息由从学习者记录构件得

到的绩效信息数据流提供。 
 

A.8.2 行为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从学习者构件到评价构件的数据流。它提供学习者活动的原始信息，该

原始信息被实时记录并被用于评价学习结果。 

 

A.8.3 分类信息 

发送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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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从学习资源构件到指导构件的数据流。它提供匹配查询请求的学习材料

的描述，并被用于选择使学习者达到 优学习效果的学习材料。（参见元数据） 

 

A.8.4 指导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的一个完成人类教师的教学功能的活动构件（进程）。它使用由评估构

件提供的学习者当前的信息，由绩效信息提供的过去学习经历和学习目标信息，以及学习者趋向性信

息来形成对学习资源构件的请求，以获得可用的学习材料。指导构件分析经由分类信息返回的请求结果，

选择此时 适合学习者的学习材料，并利用定位器向发送构件提交相应的信息。 

 

A.8.5 发送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的一个活动的构件（进程）。它将通过学习内容得到的信息转化为某种

表现形式，如用多媒体的形式传递给学习者。该形式可以是静态的、交互式的、协作的，或包括实验和

发现。 
 

A.8.6 评价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的一个活动的构件（进程）。它接受行为数据流带来的学习者原始信息，

并加以分析，然后产生（1）学习者当前状况的信息，并透过评估数据流传送到指导构件；（2）学习者

绩效的信息，并通过绩效信息传送到学习者记录构件。 

 

A.8.7 交互式情境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从发送构件到评价构件的数据流。它为解释行为数据流提供的原始信息

提供必需信息（框架）。 

 

A.8.8 学习者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代表单个或一组学习者的活动构件（进程）。 

 

A.8.9 学习者记录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存储学习者、他的趋向性、进步、能力、绩效、结果等信息的非活动构

件（知识库）。新记录经由绩效信息和趋向性信息数据流从评价构件和指导构件被添加。而学习者记

录构件的信息又被评价构件用于评价学习者的活动，被指导构件用于安排 优的学习经历。 

 

A.8.10 学习内容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从学习资源构件到发送构件的数据流。它包括由指导构件用定位器来申

请的学习材料，可能具有不同的类型。 

 

A.8.11 学习趋向性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在学习者构件和指导构件之间的双向数据流。此交换信息包括呈现模

式、学习风格、界面特征、媒体类型等，由学习者构件提出或指导构件推荐，但不指定学习内容。 

 

A.8.12 学习资源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存储向学习者提供的学习材料（课程、任务、事例、工具、课程等）的

非活动构件（知识库）。学习资源构件可为合适的内容而检索，检索请求由指导构件经由查询控制流来

提交，合适的资源信息以分类信息的形式返回。如果指出学习材料的位置（请求由发送构件通过定位器

控制流提出），学习材料可从学习资源构件中以学习内容方式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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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13 定位器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从指导构件到发送构件的数据流，包含详尽内容的参考资料。学习资

源构件通过定位器控制流提出申请。 
 

A.8.14 多媒体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在发送构件与学习者构件之间的双向数据流，它包括以各种不同媒体形

式编码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者的反映。 

 

A.8.15 绩效信息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在学习者记录构件与指导构件之间，以及学习者记录构件与评价构件

之间的双向数据流。相互交换的信息存储在学习者记录中，显示出由评价构件得出的学习者当前的知识、

技能和能力情况，还可能包括与学习者相关的信息，诸如学习者在学习材料上留下的记号（书签），学

习者的历史记录，学习目标等。 

 

A.8.16 查询 

是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构架中从指导构件到学习资源构件包含内容请求的控制流。学习资源构件以分

类信息的形式返回一系列可利用的内容，指导构件可从中选择 适合学习者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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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符号 

B.1 CMI课程符号 

在 CMI 中，下列符号用于表示课程构件：（参见图 1） 
· 课程：六边形 

· 组块：长方形 

· 课： 平行四边形 

· 可分配单元：菱形 

· 学习目标：椭圆形 

在表示元素包含时将一个元素的符号放在另一元素符号里面。目标就是一个实例，元素包含意味着

目标为复合目标，其完成与否取决于所包含的元素。 

 

B.2 现代远程教育系统体系架构符号 

  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体系架构中，下列符号用于表示系统构件和流程：（参见图 2） 
· 活动构件（进程）：椭圆形 

· 非活动构件（存储）：长方形 

· 构件间的信息流用箭头表示，它指明从一个构件（信息源）到另一个构件（目的地）信息流的

方向。 

· 单向流：单向箭头 

· 双向流：双向箭头或一对相反方向的单向箭头 

· 数据流：实线箭头 

· 控制流：虚线箭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