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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的 
目前大部份多媒體教材編輯系統的教材格式都自成一派，互不相容，假設有

一位教師要利用 Authorware或 flash軟體來製作教材，當要瀏覽時，必需有安
裝 Authorware 或是 flash player 方可瀏覽。利用 HTML 製作教材雖然改善了
跨平台的問題，但是 HTML 缺少時間的觀念使得媒體之間無法建立同步關係，
對使用者而言只是一昧地同時接受所有的東西，大幅降低了學習效果。 

另一個存在於多媒體編輯／展示系統的問題，即是操作學習時間長，例如： 
Authorware 雖然提供流程架構的編輯介面，可以清楚明白播放的時間順序，但
是 Authorware 要做出更具互動性的教材卻需要學習邏輯控制程式的撰寫。現
在普遍被使用於 HomePage 的 DHTML 或 Script ，也是需要時間學習程式語
法，對於製作教材的效率大幅下降。 

整理以上的缺點，似乎顯示出一套多媒體編輯／展示系統結合網路是唯一路

徑，所以我們提出自行設計的一套“網路多媒體編輯／展示系統”，我們規劃出

該系統應有的特性如下： 

1.結合網路： 

網路是不分國界、沒有平台問題，各種機器環境皆可上網，所以結合網路的

多媒體編輯／展示系統即可解決上述的所有問題。 

2.Time-Line base： 

系統中讓使用者以 Time-Line 的方式作編輯，利用 Time-Line 的呈現，使
用者可以清楚看到各個畫面播放的先後順序。 

3.容易上手： 



系統以簡單、方便的介面為主要訴求，所有複雜的處理機制（例如：程式的

撰寫等）都以先被模組化，不需要使用者傷腦筋。 

如此一來使用者就可以輕鬆、容易的設計出符合自己需求的多媒體教材，

不必受到技術上或展示時空的限制。 

二、計畫架構 

由於本系統是架構於 Internet 上，所以編輯、展示等工作可以完全透過瀏

覽器達成，其架構主要可分成三部份，分別是：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後

端處理(Processing Servers)、後端資料庫(Database Servers)。下圖是我們系統

的架構圖，本系統除了教學平台有的基本功能外，主要以元件式的方式處理教

材，可方便往後 SCORM的建立。分別就各單元做一敘述： 
 

 

 

 

 

 

 

  

 

 

 

 

 

 

 

 

 

 

圖 1  系統架構 

 

三、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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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介面(User Interface) 

在此我們先定義使用者所設計一個完整的多媒體教材，稱之為一個 
Frame，在使用者介面中又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使用者只要依序完成以下的步驟
即可產生所需的多媒體教材：  

1. Multimedia Resource Editor (選擇所需的多媒體檔案) 

多媒體檔案的型式有很多種，例如：文字、聲音、圖形、影像等，在我們系

統中，能夠透過 FTP 的方式把這些檔案上傳放在 Multimedia Object Database 
中，並加以分類，如此一來就算是不同的 Frame 也可以共用相同的多媒物件以
達到資源共享。在圖 2中，使用者可以輸入 SCORM針對一個元件所輸入 Asset
資訊。 

 
圖 2上傳畫面與輸入 SCORM資訊 

 

2. Temporal Specification Editor (安排多媒體檔案的時程) 

在 Temporal Specification Editor 中首先要選出所要使用的多媒物件，再根
據我們設定的時間主軸(Time Based)來安排多媒體物件之間的同步關係，而這些
時間記錄會存放在 Knowledge Base 中。除此之外，每一個 frame間的關係，
也可以透過我們提供的圖形介面，可以定義 frame 與 frame 間的關係。下圖為
整個課程撥放介面，也就是使用者使用滑鼠拖曳，就可以定義課程的流程。 



 
圖 3撥放流程製作 

整個圖 3 中，可以設定每一個 frame 間的關係，對於一個 frame 利用滑鼠
按兩下後，會顯示圖 4畫面。圖 5為圖 4右邊編輯畫面，可以看出使用 time line
操作方式，圖中上方為所有上傳檔案，下方為選定後的檔案時間線。 

 

圖 4按下圖 3中的 frame後，顯示編輯畫面 

 

圖 5  圖 4右邊畫面 

 

3. Spatial Specification Editor (安排多媒體教材的展示畫面) 



在 Spatial Specification Editor中，使用者可以自行設計多媒體所要擺放的
位置，而這些空間記錄會存放在 Knowledge Base 中。 

如圖 6所示，經由上傳後的素材，可以進入安排教材展示介面，利用滑鼠左
鍵點選某一物件，到畫面適當位置，按下滑鼠右鍵，如圖 5所顯示，可以調整畫
面大小，讓其顯示元件移到適當位置。當編輯完成後，可以儲存編輯畫面到資料

庫中，以便產生一個依照使用者編輯畫面的網頁。圖 7為顯示動態網頁的畫面，
可以看出它是以編輯好的版面配製，顯示出相同的畫面 

  

圖 6教材編輯畫面 

 

   

圖 7教材撥放畫面 

4. Presentation Interface (展示所要播放的多媒體教材) 

使用者可以輸入所要播放的 Frame 後，系統會自動播放。 

 後端處理(Processing Servers) 

在後端處理中又包含兩個部份，分別是： 

1. Homepage Generator 



系統會根據使用者在 Knowledge Base 中的時間／空間記錄產生標準的 
HTML 檔。檔案內包含有 java script程式碼負責媒體的播放，如下圖所示。 

 

圖 8傳到瀏覽器的原始碼 

 

2. FTP Server 

透過其提供的  FTP 存取服務把使用者所要用的多媒體物件上傳至
Multimedia Object Database。 

 後端資料庫(Database Servers) 

在我們的系統中有兩個最重要的兩個資料庫： 

1 . Knowledge Base 

    在此資料庫中主要存放的是某一 Frame 所使用的多媒體物件、各物件
的播放時間以及空間記錄，而這些資料是由 Temporal Specification Editor 及 
Spatial Specification Editor 所建立。 

2 . Multimedia Object Database 

存放在各式各樣的多媒體物件以及其屬性或說明，在此的多媒體物件會做分

類以方便管理。 

 

四、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果與未來發展 
 

目前 XOOP(eXtensible Object Oriente Portal System)被很多學校所使用，

為何在幾年間如此大眾被廣泛的應用，有以下主要特性。 

一、安裝與使用操作簡易 

XOOPS的主要技術背景可以概分成 PHP程式模組與資料庫兩大部



分。一般使用者只需依照指示安專數個步驟，即可快速擁有管理平台的各

種基本功能。 

二、管理功能模組化 

透過各種模組程式，網站內容由各層級的介面輸入，最後儲存於資料

庫，供後續的維護與管理之用。如此一來，網站的設計將變得非常容易與

快速，而且還有許多管理模組方便站主從事管理的工作，如： 

 模組多樣性 

使用者可從 XOOPS的技術支援網站，輕易下載各式模組，並能輕易地

來對 XOOPS模組做安裝／反安裝／啟動／停止等功能、使用者可以設定

個人的偏好、系統本身擁有強大和簡易管理的權限功能 

 網頁介面人性化功能 

XOOPS也提供可改造網頁內容需求的樣板功能這些特色，以往傳統架

站方法很無法同時擁有模組功能，並能輕易進行版面維修。 

基於上述優點，原本系統使用 JSP撰寫，並架構在自己撰寫的教學平台上，

但因為發現多校使用 XOOP當做學校的學校網站，所以我們把原本的 JSP code

修改為 PHP code，也就是把原本的動態教材編輯器，改寫並成為 XOOP模組，

可以供使用者下載，並方便安裝在 XOOP平台上。由於 XOOP發跡在最近一兩

年，也漸漸成熟，所以預計將我們寫好的 open source，推廣給目前正在使用

XOOP的學校。圖 9~14為整個安裝在 XOOP平台上的畫面。 

 
 
 



     
圖 9進入 XOOP系統後，所顯示的畫面與選單 

 

 
圖 10進入系統管理員/模組管理後的 e-learning選單 

-

 
圖 11新增課程 

 



 
圖 12列出課程選單 

 

 

圖 13列出課程選單 

 

 
圖 14顯示在 XOOP下的編輯器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