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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数字化研学图书馆
——利用数字内容促进教育研究和基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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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研学图书馆是一个连接科学与教育机构的教育和学习平台，致力于通过使用数字化的内容和

工具来促进学习，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项目之一。该平台提供资源检索、教育研

究、基础学习等功能，本文从项目概述、资源组织、技术特点、服务特色等方面对该项目进行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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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数字化研学图书馆（Digital Learning Sciences, 
DLS）[1]是美国大气研究大学公司（The Universit y 
Corporation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UCAR）负责

管理的数字图书馆项目，1999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为其提供了

启动资金。DLS的目标包括三个方面：

①致力于通过使用数字化的内容和工具来促进学

习；

②开发系统并提供服务，使得科研机构与包括大

学、分校、图书馆、出版商等教育机构对丰富的线上资

源进行组织、管理，以及相互了解成为可能；

③利用丰富的在线资源可以提高学习效果与学习

者的参与。该项目的目标用户是那些寻找科学知识的学

校学生和教师，该项目的使命总结了他们对目标用户的

预期目标。成千上万的资源可用于对任何不同层次的教

育进行指导、协助或研究。

DLS网站首页如图1所示。网站本身更像是一个官

方网站，集合了其合作伙伴提供的资源和服务的直接入

口，合作伙伴分工明确、各有特点。例如：美国地质研究

所和丹佛的公立学校，他们负责维持资源与特定学校

课程的一致；美国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US National 
Science Digital Library, NSDL）[2]协助建设典藏和支

持具体概念构架；GLOBE提供技术咨询和现场管理。

图1 DLS主页

除了合作伙伴之外，DLS还受益于美国大气研究

大学公司社区服务项目和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

认知科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ognitive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组成的联合

中心。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NCAR）图书馆一样，DLS也

案例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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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UCAR的综合信息服务的实体。借助这些机构的力

量，DLS的研发团队在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科学教

育、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和评估，以及机器学习、自然

语言处理等领域都具有较为专业的实力。目前，DLS有
5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分别是：

①概念知识的个性化学习服务（C u s t o m i z e d 
Learning Service for Concept Knowledge, CLICK）项

目研究如何运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算法来创

建引人入胜的、个性化的学习环境；

②质量（QUALITY）项目研究数字资源库的质量

计算模型；

③教育标准精调（E d u c a t i o n a l  S t a n d a r d s 
Alignment）项目研究如何在大型数字存储库中支持可

扩展的内容综合管理；

④教学箱生成器（Teaching Box Builder）项目研

究如何调适课程工具，可以促进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持

续课程的发展；

⑤课程定制服务（Cur r iculum Customizat ion 
Service）项目采用调研实践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开发，部

署和评估自定义教学的在线工具。

这些研究项目重点讨论以各种技术、流程和技巧

来提高学习效果和学习者的参与，有部分项目在DLS开
始之前就已经启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DLS优化了馆藏

资源。

2 资源组织

DLS的资源主要来源于NSDL，它的馆藏资源有三

个分类体系，各个分类体系下又细分了子类别。这三个

分类体系分别为教育层次、资源类型和学科主题，可用

于高级检索中的过滤和导航。访问各个资源类别的链

接时都会显示一个图表，给出每个类别和子类别下的

资源数量。

①教育层次。按照教育顺序分类，一级子分类具体

分为：学前班、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职业/专业

发展与信息化教育等；小学类别下又划分了二级子类：

早期班和进阶班，其中早期班又分幼儿园、一年级和二

年级。每个类别和子类别都可以单独检索。

②资源类型。按照资源类型分为：评估材料、音频

/视频、数据、事件、教学材料、参考资料、服务、文本和

工具等子类。其中，文本和服务等类别没有细分子类，

但参考资料类目下有超过34000种的可用资源，分为19

图2 DLS教育层次分类体系

图3 DLS资源类型分类体系

个二级子类，包括：摘要、文章、参考书目、职业信息、

常见问题、索引、期刊、政策、论文集、报告、标准和硕

士/博士学位论文等。

③学科主题。按照学科主题划分为14个子类：化

学、计算机与信息、生态农林业、教育、工程、地球科

学、历史/政策/法律、生命科学、数学、物理、社会科学、

空间科学和技术等。主题分类可以跟教育水平和资源类

型进行组合，例如：“化学”学科主题总共包括20493种
的资源，但“小学+化学”就精简为5094种资源。

图4 DLS学科主题分类体系

DLS设计使用了一套专门的元数据框架进行资源

组织。基于DLS的元数据框架和XML架构，美国斯坦

福大学的异步远程教育项目（ADEPT）和美国航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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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局（NASA）合作的“联合数字图书馆”项目进一步

开发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元数据框架ADN，供ADEPT、
DLESE和NASA用于数字发现系统。该框架还包括受

控词表。DLS与NSDL共享的所有资源都采用ADN和

NSDL相结合的元数据框架。

3 服务特色

DLS免费向公众开放使用，其站内检索工具会出现

在网站的每一网页，支持对全馆各类数据库进行信息

检索。除站内搜索工具外，页面还提供几项特色服务，

如下图所示。

图5 DLS特色服务

①科学素养图（Science Literacy Maps）。每个主

题图都可以显示出具体概念范畴（如科学、数学、技

术、人体解剖学或历史视角）之间的相互关联。例如：用

户查看“所有主题”下与地球科学和地质相关的主题

图，可以看到包括地震、火山、变化率、风化侵蚀以及

岩石和沉积物等相关概念范畴的关系图。

②在 iTunes U中提供NSDL的资源（NSDL on 
iTunes U）。它在苹果的iTunes[3]商店中提供免费的音

频、视频和多媒体资源，对习惯于使用iTunes和通过多

媒体学习的人来说较为方便。

③教育标准分类（Educat ional Standards）。列

出了美国的九个教育标准，包括“下一代的科学标准

（K-12年级）”和“地理与生活：国家地理课程标准

（K-12年级）”等。浏览这些教育标准，可以使得用户

按照美国国家教育标准查找到与特定的学习目标一致

的资源。

其它服务还包括资源分类和浏览。每个资源分类

都带有一个资源范畴的图表。“浏览所有资源”服务页

面可以按多种方式进行资源的浏览，比如按照字母顺

序排列，通过主题过滤，也可以通过选择左边列表的选

项来过滤。

总的来说，DLS的资源检索简单易用，拥有较好的

用户体验。DLS会经常对内容、导航和可访问性进行评

估，对当前使用的数据进行完善，并为需要特定类别资

源的参与者创造条件。用户通过“推荐资源”部分可以

推荐新的资源给开发者。

4 技术特征

DLS的主页简洁明了，色彩阶梯层次感分明。DLS
集合了其合作伙伴提供的资源和服务，其网站风格

与合作伙伴的相比，保持了结构统一，但色调稍有不

同。当用户通过DLS进入了合作伙伴的网站时，既能感

觉进入了一个新的平台，又能感觉到仍然是DLS的一

部分。DLS长期关注为提高学习效果和学习者参与度的

相关技术开发。科罗拉多大学认知科学研究所力求在

包括计算机科学、认知心理学、教育理论和计算语言学

的创新研究上得到技术支持。

DLS应用了非常专业的数字图书馆技术，包括馆

藏资源的多维度筛选和许多特色功能。熟悉数字图书

馆的用户，通过直观、易用且精心设计的网站导航来使

用网站资源会有很好的体验。网站的设计和功能虽然

不是通过丰富的Web 2.0技术来完成的，但是应用的技

术已经足够实现网站目前的用途。文献[4]和文献[5]中
讲述了许多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技术问题，大部分在DLS
网站上都能找到对应。不过，DLS并未详细说明建设数

字图书馆所用的软件和工具。

5 结语

混合在一起用于所有年龄段的资源可能在数字图

书馆很常见。虽然许多资源都有涉及到对年轻一代的教

育，但是设计一个专门用于教育年轻用户的部分可能更

为有益。教师可能打算在课堂上分享网站上的资源，前

提是网站要设计一个符合孩子心灵需要的部分来帮助

年轻的用户，而不是设计一个太过深奥的部分，这样会

让用户难以理解。就像公共图书馆为了满足不同孩子的

需要而设计不同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一样。因此，除

了从教育水平来过滤资源之外，DLS或许可以为小学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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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学习设计一个更有针对性、更详细的分类。另外，

DLS还需要突出展示其高级检索功能，以便于熟练用户

的使用，并将以图片滚动方式显示的“浏览资源”链接

调整为固定链接，以提高其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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