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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ange with each passing day, and the Internet network develop quickly, has already deep influencing

the life styles of people and the methods of handling affairs. And the E-Learning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anywhere and

anytime,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it can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and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environment, just the represent of incorporat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learning. But the internal E-Learning industry

and academic circle nowadays, most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utoring system and the design of the courses’ content, lack

the standard to observe together for the learning material. And the SCORM standard of ADL among them, which can reach the

reusability and the interoperability of the E-Learning materials, which is the internationalized trend of the learning materials’

standard in the future. Moreover, the E-Learning materials lack the unified mechanism of registering management at present, and

they’re unable to circulate and share between the different learning platforms. Consequently, we plans to utilize the operation

concep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b Services, propose a E-Learning materials’ sharing framework that conform to the SCORM

standard. And it can let the E-Learning material provider to share materials each other, and reach the circulation and sharing of

SCORM E-Learning materials. By way of implementing this framework, the learning materials provider just accomplish the services

of the learning materials Web Services and the WSDL document that describe the Web Services, and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in

the register center. When the user have the requirement, they can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ized search requirement, and find the

learning materials provider. And then they can find their relevant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register center, and acquire the learning

content, reach to the purpose to circulate and share the learning materials, and accomplish the goal of sharing the SCORM

E-Learn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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