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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清华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史元春、郑莉、沈中南、向欣、郭玲、刘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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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实施网络教育的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对学习对象进行描述的问题。本标准规定了对学习对象

的描述方法，目的是帮助学习者、教育者或自动化的软件等对学习对象进行查找、评估、获取和使用。同

时在开发统一目录系统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学习对象及其元数据的使用情境存在文化和语言的多样

性，促进学习对象的共享和互换。

通过定义一个通用的概念数据模型，本标准保证学习对象元数据的绑定之间有较高程度的语义互

操作性。这样，不同绑定之间的转换就会变得简单直接。

本标准规定了一个基本的元数据模型，在此之上能建立各种不同的应用程序，如：用于存储学习资

源的教育资源库、用于制作课件的著作工具和用于播放课件的教学管理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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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学习对象元数据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学习对象元数据的数据元素。也规定了一个概念数据模式，用于定义关于学习对象

的元数据实例结构。对于本标准，学习对象被定义为可以用于学习、教育和培训的数字或非数字的任何

实体。

对于本标准，学习对象的元数据实例描述了适用于学习对象的有关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被分为

９个类别：通用、生存期、元—元数据、技术、教育、权利、关系、评注和分类。

本标准所规定的概念数据模式允许学习对象和描述该学习对象的元数据实例的语言多样性。

这种概念数据模式规定了组成学习对象的元数据实例的数据元素。

本标准预期由定义数据模式的实现描述的其他标准所引用，这样，学习对象的元数据实例可以被学

习技术系统用来管理、定位、评价或交换学习对象。

本标准不定义学习技术系统如何表示或使用学习对象的元数据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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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改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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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８８—１９９８　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七位编码字符集 （ｅｑｖＩＳＯ／ＩＥＣ６４６：１９９１）

ＧＢ／Ｔ２６５９—２０００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ｅｑｖＩＳＯ３１６６１：１９９７）

ＧＢ／Ｔ４８８０．１—２００５　语种名称代码　第１部分：２字母代码（ＩＳＯ６３９１：２００２，ＭＯＤ）

ＧＢ／Ｔ７４０８—２００５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ＩＳＯ８６０１：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１３０００．１—１９９３　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ＵＣＳ）　第一部分：体系结构与基本多文

种平面（ｉｄｔＩＳＯ／ＩＥＣ１０６４６１：１９９３）

ＧＢ／Ｔ１３７４５—１９９２　学科分类与代码

ＧＢ／Ｔ１８２２１—２０００　信息技术　程序设计语言　环境与系统软件接口　独立于语言的数据类型

（ｉｄｔＩＳＯ／ＩＥＣ１１４０４：１９９６）

ＩＥＴＦＲＦＣ１７６６：１９９５　语言标签标识

ＩＥＴＦＲＦＣ２０４８：１９９６　多用途互联网邮件扩充协议（ＭＩＭＥ）　第４部分：注册规程

ＩＥＴＦＲＦＣ２４２５：１９９８　目录信息的 ＭＩＭＥ内容———类型

ＩＥＴＦＲＦＣ２４２６：１９９８　ｖＣａｒｄＭＩＭＥ目录结构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必备数据元素　犿犪狀犱犪狋狅狉狔犱犪狋犪犲犾犲犿犲狀狋

在数据结构中定义，并且必须在数据结构的实例中出现的数据元素。“必备”属性属于数据元素的

约束属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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