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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中间件技术设计～个网络教育信息资源整合模型，该模型采用传统的表示层、逻辑层和数据层的

三层结构，用户可以使用统一的接口访同不可预知的教学内容。模型可应用于教育城域网层面，将区域范围

内的分布式资源子网整合起来，为区域内的网络教育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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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middleware technology，a web educ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model is

designed．In the model which includes presentation layer，logic layer and data layer，users can use

the Same interface to visit unpredictable teaching contents．MAN model can be applied to

education level within which regional resources in distributed networks are integrated to supply

support for network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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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网络教育信息资源主要来自校园网

和各种教育网站，随着信息化过程的不断深化，现有

的网络教育信息资源中非结构化数据的比例越来越

高，在远程教育领域几乎全是非结构化数据，传统的

结构化数据处理技术无法满足大规模的非结构教学

资源的处理要求。如何有效的整合现有的网络教育

信息资源，已成为当务之急，目前通过结构化、互操

作等主要技术已经可以在技术上有效地实现网络教

育资源的整合o)。网络教育资源整台就是要在一定

范围内实现资源组织的结构化和良构化，以此来保

证在教学上的应用，同时又要实现在不同的操作平

台和不同的系统间实现互操作。针对非结构化信息

处理而提出的内容管理已成为数据管理的一个发展

趋势，内容管理重点解决各种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

的数字资源的采集、管理、利用和传递，并能有机集

成到结构化数据的环境当中。本文基于内容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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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提出一种网络教育信息资源整合模型，该模型可

应用于教育城域网层面，将区域范围内的分布式资

源子网整合起来。为区域内的网络教育提供服务。该

模型也可由电信运营商(如电信、网通和铁通等)来

实现，在更大范围内为教育需求者提供教学服务。

1模型体系结构

网络教育信息资源整合模型采用传统的表示

层、逻辑层和数据层三层结构模型，表示层是与用户

的接口部分，即人机界面，它不拥有模型的业务逻

辑。逻辑层是应用的主体，包括了模型中核心和易变

的逻辑功能。数据层负责管理对数据库的读写和维

护，能够迅速执行大量数据的更新和检索。

针对分布和异构存储的网络资源，在三层结构

的基础上，利用中间件技术使用户可以使用统一的

接口访问不可预知的教学内容。中间件具有标准的

程序接口和协议，可以解央各种异构的教育资源系

统在硬件和平台操作系统之间存在的不兼容问题，

并为之提供互操作应用。网络教育信息资源模型体

系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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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网络教育信息资源整合模型结构

图1中，应用服务器层是用于接收并响应用户

请求，并将对教学资源的请求转发给中间件层。中间

件层负责对整个系统内教学资源的调度和整理，它

将所有的应用和数据集成到一个信息管理平台上。

内容管理层负责解决各种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教

学资源的采集、管理、利用和传递等，用户可以使州

内容管理系统来提交，修改、审批和发布数据库中的

数据。

艉过程中EIP及内容服务器工作流程如图2所示。

企qk信息f1户内容检索

2中间件技术 3结束语

网络教育信息资源整合模型采用企业信息门户

(EIP)中间件技术。EIP就是将企业的所有应用和数

据集成到一个信息管理平台之上，并以统一的用户

界面提供给用户，使企业可以快速地建立企业对企

业和企业对内部雇员的信息门户o]。今天的EIP技

术不仅能提供数据查询服务，而且加入了许多实用

功能。如内容服务，个性化服务，归纳服务等D]。EIP

强调对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的收集、访问、管理和

无缝集成口]，它提供数据查询、分析和报告等功能，

通过对已有系统的集成使用户能够通过浏览器一类

的单一渠道来访同所有的信息。用户在浏览器中获

取的数据可以是教育资源系统生成的数据，也可以

是智能系统生成的分析报告，所有独立的、分散的应

用系统通过事件和消息为相关的数据集成为一个有

机整体。

网络教育信息资源模型在检索过程中，EIP负

责任务的调度，用户的查询请求经E|P解析后重定

向到答案库相关的内容服务器进行处理，然后检索

结果处理器将各反馈结果收集并进行综合处理之后

返回给客户端。在此模型基础之上，可以充分整合已

有网络教育资源建立起功能完备的网络教学资源体

系，实现异构系统资源的整合，提供系统资源的统一

访问接口，实现对分布存储数据的检索。一次问题求

圈2嘲题检索过程

根据不同的用户需求，应用网络教育信息资源

整合模型可以开发出适用不同范围的资源系统，这

些系统能够免分利用现有的网络教育资源，将各类

异构的，分布存储的网络资源整合成一个整体，运行

于这些平台上的学习模块、测试模块、答疑模块、查

询模块能够使学习者在统一界面下充分利』玎网络教

育资源，完成知识的获取。

信息和教育资源建设是教育信息化的核心。网

络教育资源建设是目前被各方关注的热点，从信息

的组织到新技术的应用，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

态势，但对网络教育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是一个综

合性、长期性的工作。当前网络教育资源建设中要统

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组织管理。整合不同技术类

型，共同搭建经济、实用的教育资源平台尾对教育资

源建设的冷静选择n]。本文提出的基于内容管理的

网络教育信息资源模型通过中问件实现对各种非结

构化数据的全面访问、管理、分析和共享，帮助用户

更好的利用信息，建立了与外界沟通的统一门户，有

力支持教学资源的组织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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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量．对系统进行决策，将面临几种方案需要选

择，必然要对区间数进行对比，为此，给出一种区间

数的排序方法．设两个正闭区间数■，6]和[c，d]，如

果满足c≥6或者满足c>a且d≥b．那么■，明大

于[Ⅱ，6]，记■，明>■，6]．若4一c且b—d或者

生掣一生善旦，则称k，胡和p，d]相等，记[Ⅱ，阳一
o D

■，d]．当[n，叩￡[c，d]时，如果曼—丰皇<!二#或
6 ●

者￡妄兰>。，则[c，胡>瞄，6]，如果口>￡_#，则
k，阳>[c，(f]．

区间数排序的更多方法可参考文献[5，6]．

4 实例分析

有5位专家对教师的授课质量进行评价．设因

素集F={教材熟练(，，)，逻辑性强(^)，启发性强

(，3)，生动有趣(，4)，板书整洁(，5)}，评语集C一

{很好(c1)，较好(c：)，一般<c3)，不好(气>}．模糊评判

矩阵为：

R一

峰
2，0．48

6，0．52

5，0．34

8．0．44

8，0．35

0．18，O．27

[O．36，0．43

[0，36，0．44

[O．38，0．45

[o．47，0．52

L0．14，0．23

LO，06，0．11

[O，14，0．21

LO．07，0．12

[O．06，0．13

[O．09．0 13]-i

[o．01，0．04]I

[o．09，0．133l

[o．09，0．133I

[O．07，0．1Z]-J

各专家给出的各因素的权重分别为

，。；[o．3，0．34]．[o．35，0．41]，[o．27，0．3Z]，

[o．31，0．34]，[o．21，0．26]；

^{[o．12，0．a73， [o．18，0．zs]。 [o．10，

0．163，[o．16，0．ZTJ，Lo．15，0．zz]}
^：[o．24，0．283， [o．19，0．z63， [o．24，

0．313，[o．20，0．24]，[o．21，0．z43；
，I；[o．18，0．21]， [o．10，0．13]， [o．08，

0．12]，[o．10，0．153，[o．12，0．15]；
^：[o．14，0．Z0]， [o．13，0．t7]， [o．15，

0．Z1]'[o．13，0．173，[o．16，0．19]．

对于，l，由于[o．3，0．34]n[o．27，0．3z]n

[o．31，0．34]=[o．31，0．3z]，而[o．35，0．41]n

[o．31，0．32]n[o．21，0．z6]一乃，所以，l的最终

权重为[(o．35+0．31+0．21)／3，(o．41+0．32+

o．Z6)／3]=[o．29，0．33]．同理，按照本文第2节给

出的权重计算方法，分别求得第^～，5的最终权重

为r o．1 6，0．19]，[o．24，0．z43，[o．14，0．16]和

[o．16，0．173．计算B⋯A R (6，，b∥¨，6。)，其中模糊关系

合成算于与文献[43中的加权平均型中的合成算子

相同，即

以一∑(田“～)，J一1，2，⋯m

最后得到该教师的评定结果为B一([o．36，0．47]，

[o．33，0．43]，[o．10，0．183，[o．07，0．12])．

南评定结果，可以看出该教师的授课质量很好，

这与采用其他类型的模糊关系合成算子(如乘积一取

大型⋯)进行汁算。获得相同结果．

5结束语

绩出一个基于区间数的模糊综合评价决策模

型，用区『日J数表示因素的权重及评价矩阵，有效克服

由于模糊性而带来的数值上的不确定性，该方法也

可以用于信息检索技术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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