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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定义了电子书包的总框架，界定了电子书包的范围和主要内容，目的是解决电子书包的学习

内容、学习终端、学习服务和虚拟学具等各部分之间的互操作性问题。从整体上和框架上指导电子书包

系列标准的应用和实施，推动电子书包产业发展和应用。

本标准规定了一个基本的信息模型，在此之上能建立各种不同的实现，本标准是制定电子书包标准

体系的基础，它是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抽象概括出电子书包的概念模型、功能模型、接口和安全，一方面

从技术角度规定了电子书包的涵盖范围及对象，另一方面也使得技术人员及用户能直观的了解具体电子

书包的实际应用场景和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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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总体框架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电子书包的组成、功能要求及关系。

本标准适用于电子书包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6453-2018 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电子课本信息模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子书包 e-Schoolbag

为电子课本及其他数字化学习内容提供软件和硬件应用环境，整合了学习内容、学习终端、虚拟学

具和学习服务的数字化教学或学习系统。

3.2

电子课本 e-Textbook

为实现特定学习目标或课程标准而制作开发的，能满足在线学习或混合式学习需求，并具有内容逐

页（或逐屏）呈现特征的视音频、图像、文本等多媒体交互式数字化教学或学习内容。

注：修改GB/T 36453-2018，定义3.1。

4 概念模型

4.1 概念模型综述

电子书包功能概念模型见图1。该模型显示出直接支持电子书包的软硬件应用环境、安全保障环境

和电子书包本身运行（应用）的外围支持环境等三部分功能，还给出了电子书包软硬件应用环境中各功

能模块之间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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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包软硬件应用环境包括学习内容、虚拟学具、学习服务和学习终端四类，下面将它们称为功

能模块。这四个功能模块通过相应的接口互连。

电子书包本身的运行（或者说应用），需要安全保障和外围环境支持。

图1 电子书包功能概念模型

图1中，电子书包四个互连的功能模块的双箭头旁的文字指出对应的功能模块之间的接口和互操作。

电子书包各功能模块间经由这些接口进行互操作。

4.2 接口和功能模块说明

4.2.1 各接口简要说明

如下：

a）“内容接口”和“内容互操作”分别是“学习内容”与“学习终端”、“学习服务”、

“虚拟学具”之间的接口和互操作的简称；

b）“终端接口”和“终端互操作”分别是“学习终端”与“学习内容”、“学习服务”、

“虚拟学具”之间的接口和互操作的简称；

c）“服务接口”和“服务互操作”分别是“学习服务”与“学习内容”、“学习终端”、

“虚拟学具”之间的接口和互操作的简称；

d）“工具接口”和“工具互操作”分别是“虚拟学具”与“学习内容”、“学习终端”、

“学习服务”之间的接口和互操作的简称。此处的“工具”覆盖“虚拟学具”中的教具和学

具。

各个接口的进一步描述见第5章。

4.2.2 各功能模块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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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a）“学习内容”这个功能模块主要定义电子书包中提供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资源。本标

准中，学习内容包含电子课本，也包含其他数字化学习内容。

b）“虚拟学具”这个功能模块（包括学具和教具）支持电子书包在教学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维

度上的延伸。

c）“学习服务”这个功能模块为教师教学、学习者学习提供底层的服务。此类服务用以支持

各种学习支持系统之间的互操作和数据交换。此类服务包括（例如）：

——本机学习服务，支持学习者个人在本地学习；

——班级学习服务，支持学习者在课堂内协作、交流；

——社会学习服务，支持学习者课外基于网络的学习。

d）“学习终端”这个功能模块为人机交互提供支持。本标准中，“学习终端”一词指的是一

种功能模块，不是终端设备。“学习终端”功能模块表达的功能可能由独立的终端设备或嵌入

的软件/硬件部件来提供。

第5章将对上述各功能模块做进一步描述。

关于上述各功能模块间的互操作的描述见第5章。

关于功能提供的方式、方法等，不在本标准中规定和描述。

4.2.3 信息安全等功能模块简要说明

如下：

a）信息安全功能模块为电子书包应用提供信息安全保障，可能涉及电子书包中所有其他功能

模块。电子书包要在信息安全方面得到保障，保证电子书包本身提供的学习内容和/或其他学

习内容的保密性、真实性、完整性以及防止未授权拷贝等其他安全性，从而为电子书包的应用

提供可信环境。

具体信息安全的策略和实现取决于电子书包和所要承载的学习内容的特定需求。

b）电子书包应用支持环境功能模块为电子书包的应用提供必需的软、硬件平台和其他相关设

施。信息安全和电子书包应用支持环境不在本标准范围内规定和进一步描述。

5 功能

5.1 学习内容模块

5.1.1 教师端

在教师端应包含（不限于）以下学习内容功能：

a）使教师能根据教学目标需求，对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和组合，从而合理安排教学结构，增强内

容的可塑性和扩展性；

b）使教师能通过电子书包分享教案、教学经验、教学资源等，加强交流以提高教师业务水平。

5.1.2 学生端

在学生端应包含（不限于）以下学习内容功能：

a)使学生能结合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自主选择学习的内容和速度；

b)使学生能自行练习或自我评量，利用网络与同学线上讨论；

c)使学生能随时进行评价、重复测评，并可获得及时反馈，帮助克服学习能力中的弱点，适应学生

不同的学习风格；

d)使学生能做笔记、总结学习心得，也可以将其内容与同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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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虚拟学具模块

5.2.1 教师端

在教师端应包含（不限于）以下虚拟学具功能：

a）使教师能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教具工具集，如课堂教学工具；

b）使教师能根据不同的学科，选择不同的教具工具集， 如数学教学工具。

5.2.2 学生端

在学生端应包含（不限于）以下虚拟学具功能：

a）使学生能根据不同场合，选择不同的学具工具集，如选择小组协作的工具集，选择社会学具集；

b）使学生能根据不同的学科，选择不同的学具工具集，如物理学习工具。

5.3 学习服务模块

5.3.1 教师端

在教师端应包含（不限于）以下学习服务功能：

a）提供上网（上传、下载、搜索等）、触屏、手写等功能；

b）对内容的重组与更新，如生成智能练习，建立临时性题库；

c）给学生布置家庭作业和批改作业；

d）提供考试功能，教师可以制作、发布、批改试卷；

e）提供教务管理，资源维护，考试管理、教学管理等功能。

5.3.2 学生端

在学生端应包含（不限于）以下学习服务功能：

a）提供上网（上传、下载、搜索等）、触屏、手写等功能；

b）支持学生个人作业练习、阅读、注释及测试；

c）支持班级，小组协作学习，支持通过网络进行社会化学习；

d）使学生能在电子书包上直接进行测验，并获得及时反馈；

e）提供学业交流，课外拓展，网络课堂等功能；

f）支持为学生提供同步/异步答疑功能。

5.4 学习终端模块

在教师端和学生端保持一致，应包含（不限于）以下学习终端功能：

a）支持触屏的使用体验，符合人的正常习惯；

b）支持原笔迹书写；

c）支持中英文与数字混写，能整行识别，更能整页识别，提高书写效率；

d）支持多任务处理，如多媒体播放等功能。

6 互操作和接口

6.1 内容互操作和接口

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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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内容互操作主要涉及学习内容的互操作，包括（不限于）：

1）使用者与学习内容的交互；

2）学习内容之间的互操作。

b）内容接口

电子课本为电子书包中主要的学习内容。电子书包开发者定义学习内容接口时应考虑电子课本接口

标准，并与之协调一致。作为示例，表 1给出电子课本接口的定义。此电子课本接口按 GB/T 36453-2018
中 6.1电子课本元数据定义。本标准中，内容接口主要定义电子书包中“电子课本”等学习内容的一类

软件接口。

表 1 电子课本接口定义

序号 名称 解释 约束 数据类型

1 名称 电子课本的正式完整的名称 M 字符串

2 标识符 电子课本的唯一标号 M 字符串

3 版本 电子课本的版本状态信息 M 字符串

4 贡献者 对电子课本的产出或发展做出贡献的实体 M

4.1 角色 贡献者的角色或贡献方式 M 字符串

4.2 实体 做出贡献的实体信息 M 字符串

4.3 贡献时间 贡献者做出贡献或完成贡献的时间 O 日期时间

5 摘要 对电子课本内容的简要介绍 O 字符串

6 关键词 表征电子课本特征的重要词语或短语 M 字符串

7 语种 描述电子课本内容的语言种类 M 字符串

8 学科分类 按知识体系划分的类别 O 字符串

9 适用年级 电子课本适合使用的年级 O 字符串

10 册次 某电子课本在适用年级中的排序或分类、分层的内容模块设置 O 字符串

11 价格 发布者或出版者赋予电子课本的购买金额 O 货币型

12 元-元数据 描述电子课本元数据实例自身的信息 M

12.1 元-元数据方案 用于创建元数据实例的规范名称和版本 M 字符串

12.2 标识符 元数据实例的唯一标号 O 字符串

12.3 贡献者 对元数据实例做出贡献的实体 O 字符串

12.4 语种 电子课本所使用的语言 O 字符串

13 出版 描述电子课本出版的地点、时间等信息 O

13.1 出版时间 描述出版的日期 C 日期时间

13.2 出版地 描述出版的地点 C 字符串

14 权限 电子课本使用时的版权、声明等信息 O 字符串

15 来源 电子课本所依据的教科书、课程标准等的名称、年份等信息 O 字符串

16 审定情况 电子课本经教育行政部分审核或授权审定的情况 O 字符串

17 技术要求 使用电子课本所需要的软件、硬件等要求 O 字符串

18 格式 描述电子课本封装的技术方式或类型 M 字符串

19 大小 电子课本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表示 O 数值型

20 覆盖范围 电子课本所涉及的时间、文化和地理空间，适用的范围和广度 O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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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号 名称 解释 约束 数据类型

21 位置 获取电子课本的有效链接网络或本地地址 O 字符串

22 类型 描述电子课本的资源类型 O 字符串

23 关联 描述电子课本关联的相关资源 O 字符串

注：表中，M=必须 0=可选 C=在一定条件下必选

6.2 工具互操作和接口

规定如下：

a）工具互操作涉及到虚拟学具的互操作，包括（不限于）：

1）本机学具之间的相互协作；

2）本机学具同远端服务的互操作。

b）工具接口

“工具接口”从教具和学具方面支持交互。作为示例，表 2给出工具接口的定义。本标准中，工具

接口主要定义电子书包中“虚拟学具”的一类软件接口。

表 2 虚拟学具接口定义

序号 名称 解释 约束 数据类型

1 工具概述 描述虚拟学具的名称及基本信息 M

1.1 名称 虚拟学具的名称 M 字符串

1.2 语种 同目标用户交流时虚拟学具所使用的主要人类语言 M 字符串

1.3 描述 对虚拟学具的基本文本描述。 M 字符串

2 生存期 该类别描述了虚拟学具的历史和当前状态 M

2.1 版本 该类别描述了虚拟学具的版本状态 O 字符串

2.2 状态 虚拟学具所处的状态或完成情况 O 词汇表

3
贡献者

在虚拟学具的生存周期中为其发展做出贡献（如：创建、编辑、发

行）的实体（人或组织）

M

3.1 角色 贡献的类型，至少应该描述虚拟学具的作者 M 词汇表

3.2
实体

对虚拟学具做出贡献的实体（人或组织）的标识及相关信息。相关

程度越高的实体越先列出

M 字符串

3.3 日期 贡献者做出贡献的日期 M 日期时间

4 权利 该类别描述了虚拟学具的知识产权和使用条件等信息 M

4.1 费用 使用该虚拟学具是否需要付费 M 词汇表

4.2 版权和限制 使用虚拟学具是否有版权问题和其他限制条件 M 字符串

4.3 描述 对虚拟学具使用条件的描述 M 字符串

5 技术 描述虚拟学具的基本技术信息 M

5.1 学习终端类型 该工具适用的终端类型 M 字符串

5.2 开发语言 开发该工具所使用的语言类型 O 字符串

5.3 大小 虚拟学具程序所占空间大小 O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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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序号 名称 解释 约束 数据类型

5.4 系统要求 虚拟学具对运行系统环境的要求（最低版本、最高版本） O 字符串

5.5 浏览器要求 虚拟学具对运行浏览器环境的要求（最低版本、最高版本） O 字符串

5.6 其他平台要求 其他软硬件需求信息。 O 字符串

6
学习支持

组合了虚拟学具支持的学习任务、认知水平、学习偏好、功能、学

科领域、学段、教学事件、学习场景等。

M

6.1 功能 软件工具可完成的主要功能 M 词汇表

6.2 学科 该工具可以应用的学科领域 M 词汇表

6.3 学段 该工具适用的主要学段 M 词汇表

6.4 使用对象 虚拟学具的主要使用者 M 词汇表

6.5 技术粒度 虚拟学具的技术粒度 M 词汇表

6.6 评注 教学使用建议 O

6.6.1 评注者 评注内容的提供者 M 字符串

6.6.2 日期 评注内容的编写日期 M 日期时间

6.6.3 描述 虚拟学具的教学应用建议 M 字符串

7 数字环境支撑 虚拟学具的基本数字信息 O

7.1 账号关联性 用户需建立特有的账户，方可使用该工具软件 O 词汇表

7.2 单点登录 支持单点登录的网站范围 O 字符串

7.3 网络服务环境 账号登录的网络服务环境 O 词汇表

7.4 记录跟踪 对用户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记录、分析，对用户的数据分析评价 O 词汇表

8 个性化设置 个性化设置情况 O

8.1 皮肤 终端界面的皮肤支持用户的个性化设置 O 词汇表

8.2 尺寸 软件界面的大小尺寸 O 字符串

8.3 签名 除特定的功能设定外，可以根据用户喜好自行设置的内容 O 词汇表

8.4 功能定制 本工具内部不同功能的重组 O 词汇表

注：表中，M=必须 O=可选

6.3 服务互操作和接口

规定如下：

a）服务互操作

服务互操作涉及到学习平台中学习服务的互操作，主要是不同学习平台之间数据和功能的交互。

b）服务接口

电子书包的“服务接口”为不同学习平台之间的数据和功能交互提供支持。作为示例，表3给出服

务接口的定义。本标准中，服务接口主要定义电子书包中“学习服务”的一类软件接口。

表 3 学习服务接口定义

序号 名称 解释 约束 数据类型

1 平台概述 描述平台的基本信息 M



GB/T XXXXX—XXXX

8

表 3（续）

序号 名称 解释 约束 数据类型

1.1 名称 描述平台的名称 M 字符串

1.2 语种 同目标用户交流时平台所使用的主要人类语言 M 字符串

1.3 版本 描述平台的版本号 O 字符串

1.4 生产商 描述平台的生产商 O 字符串

1.5 费用 是否需要付费 M 词汇表

1.6 有效日期 使用该平台的有效日期 M 字符串

2 使用者描述 描述使用者的基本信息 M

2.1 账号 描述使用者的账号 M 字符串

2.2 名称 使用者的名称 M 字符串

2.3 语种 使用者所使用的语种 M 字符串

2.4 费用 是否已经付费 M 词汇表

2.5 有效日期 使用者能使用平台服务的有效日期 M 字符串

3 基本信息 描述使用的基本信息 M

3.1 账号 描述平台交互分配的账号 M 字符串

3.2 密码 描述平台交互分配的密码 M 字符串

3.3 权限 描述平台交互能使用的权限 O 词汇表

4 交互信息 描述交互过程中产生的信息 M

4.1 行为类型 描述学习者的行为类型 M

4.1.1 回答 描述学习者回答了一个问题 M 词汇表

4.1.2 提问 描述学习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M 词汇表

4.1.3 评论 描述学习者对学习对象进行了评分或评论 M 词汇表

4.1.4 完成 描述学习者完成一个学习行为 M 词汇表

4.1.5 未通过 描述学习者未通过一个学习行为 M 词汇表

4.1.6 开始 描述学习者开始一个学习行为 M 词汇表

4.1.7 登录 描述学习者登录平台 M 词汇表

4.1.8 退出 描述学习者退出平台 M 词汇表

4.1.9 掌握 描述学习者在一个学习行为中获得了高水平的理解或能力 M 词汇表

4.1.10 通过 描述学习者在在一个学习行为中达到了预定水平 M 词汇表

4.1.11 偏好 描述学习者对学习对象的选择 M 词汇表

4.1.12 注册 描述学习者正式加入一个平台 M 词汇表

4.1.13 得分 描述学习者学习行为的得分 M 词汇表

4.1.14 分享 描述学习者分享了一个学习对象 M 词汇表

4.1.15 结束 描述学习者结束了一个学习行为 M 词汇表

4.2 对象类型 描述学习目标的类型 M

4.2.1 对象 描述学习者的学习目标 M 字符串

4.2.2 结果 描述学习者的学习结果 M 字符串

4.2.3 上下文 描述学习行为的具体上下文环境 O 字符串

4.2.4 时间戳 描述学习行为产生的具体时间 M 字符串

4.2.5 存储时间 描述存储学习行为的时间 O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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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序号 名称 解释 约束 数据类型

4.2.6 结果评价 描述学习行为的评价 O 字符串

4.2.7 行为分析 描述对学习行为的分析 O 字符串

注：表中，M=必须 0=可选

6.4 终端互操作和接口

规定如下：

a）终端互操作主要表现为学习终端之间的数据交换活动等，包括（不限于）：

1）学习者终端之间的互操作；

2）学习者终端同教师终端之间的互操作。

b）终端接口

终端接口主要定义电子书包中“学习终端”一类的接口。此接口为实现学习终端之间的数据交换提

供支持。终端接口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用实体终端设备所配置的软、硬件接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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