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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 e-Learning 的发展，静态的、预设的学习资源已无法适应泛在学习，泛在学习需要情境化、自适应、开

放性和可进化的学习资源。 基于后现代知识观对知识的本质、知识的特征、知识的增长、知识的社会建构等方面的界定，

论证了泛在学习资源是可进化的资源。 从生态学理论论证了泛在学习资源是一种生命有机体，与用户、学习环境共同组

成泛在学习生态系统的生态要素。 在资源、用户和学习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用户选择和环境选择构成了资源进化的外

部动力，资源对用户的竞争与资源之间的协同，即自组织行为构成了资源进化的内部动力。 通过构建泛在学习资源进化

的动力模型，从用户和环境角度提出加强自然选择以推动资源进化；从资源本身提出利用技术推动资源自组织以促进

资源有序进化。 泛在学习资源进化存在正发展、平衡和淘汰三种状态，自然选择和自组织应该推动优质资源的正发展和

平衡，推进劣质资源的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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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目前，e-Learning环境中由专家预设生成、单点集
中存储、单向传输，以及固化不变的学习资源已经无法
适应泛在学习需要，不能满足用户个性化学习需求。泛
在学习需要情境化的[1]、自适应的[2]、开放的、关联的、社
会化的、可进化的学习资源[3]，要求学习资源能够感知
学习者情境，能够吸收外部能量以实现资源进化。开放
教育资源运动的推广为泛在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
源； 社会化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用户生成内容成为网
络资源生产与组织的一种模式 [4]，两者共同推动着学
习资源发展，为泛在学习提供丰富的学习支持服务。

用户对多元主体协同创建资源、双向交互的资源
生产模式表现出极大热情，用户希望既是资源的消费
者又是生产者[5]，用户在学习过程中不仅消费知识，还
在生成知识，逐渐成为知识的创造者[6]。后现代知识观
认为知识是开放的、主观的且不断发展的[7]，知识与人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是相互作用的，知识随着人的认
知状态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不断适应
人的需求和社会环境。 因此，知识和承载知识的资源
会随着人和社会环境的发展而进化。在资源进化过程
中利用智能控制技术和语义技术可实现资源内容和
关联的有序进化[8]。 但是，在泛在学习生态系统中，生
态要素包括哪些？ 资源进化的主体是什么？ 资源进化
的动力来源于哪些要素？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从后
现代知识观分析泛在学习资源存在进化现象，结合生
态学理论分析泛在学习资源进化主体和进化动力，从
而构建出资源进化动力模型。

二、后现代知识观对泛在学习资源
进化的理论支持

（一）从知识的本质理解资源的进化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的本质特征表现在知识

的客观性、主观性、主体性、过程性和意义性。 [9]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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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是指知识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知识生
态系统中，主体相互作用的产物被主体用知识符号反
映出来就产生了客观的知识。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
认识不断变化，符号构成的知识在变化，资源也在不
断变化。 知识的主观性表现在主体用主观形式的概
念、范畴、命题来反映客观世界，资源是对概念、范畴和
命题等的外化形式，随着客观世界的改变，或者主体对
客观世界的认识发生变化， 则会出现新的资源来外化
能够解释或适应客观世界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等。知识
的主体性是指主体在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根
据客观世界的特点、性质以及主体与客观世界相互作
用的特点、 性质来调整自己的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
从而产生既符合主体需要又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结
果。 知识的过程性是指知识永远处于创造中，始终处
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主体为促进知识的
传播不断改善资源的形式和内容，使资源能够适应主
体和生态环境。知识的意义性表现在知识与人的价值
相关联， 知识外化于资源即是资源对主体有意义，能
够帮助主体识别知识、提取知识和建构知识。

（二）从知识的特征理解资源的进化
后现代知识的特征包括情境性、生成性、生态性

等[10]。 所有的知识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理论范
式、价值体系、语言符号等文化因素之中，知识的陈述
要依据其所处的意义系统来表达[11]。 主体在特定的情
境中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去认识客观世界，进行个性化
的解读，生成个性化的知识。 [12]泛在学习需要情境的、
个性化的、自适应的学习资源，通过智能感知学习者
的情境（如智能识别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学习设备、
学习历史、学习进度和学习需求等），向学习者提供合
适的资源，并以最合适的组织形式、表现形式被学习
者获得[13]。 生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在特定
情境下，结合自身原有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信息、资源
等进行加工、提取和意义建构，生成个性化的知识 [14]。
二是个体在基于共同体交往、合作、对话与协商的过
程中生成知识[15]。 泛在学习环境中，用户生成内容是
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互联网使每个个体都有机会成
为知识的创造者，都有机会在网络学习环境中贡献个
人知识。 从这个视角来看， 资源是可被不断创造、修
改、完善的人类智慧产物。后现代知识观指出，知识是
一个和谐的生态系统 [16]，在其中，知识能通过某种渠
道转变成可接受与可操作的信息；如果构成知识体系
的东西不能被转译成信息，那么它就会被淘汰[17]。 知
识的生态性要求我们将人、知识和环境作为一个整体
来认识知识，强调主体与知识的相互作用。

（三）从知识的增长理解资源的进化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增长不是累积过程，由于

人们根本不能获得完全证实或证明的知识，所有的知
识都是一种“暂时的”理论，都是一种对现有问题的
“猜测性解释”，因此也都是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和反驳
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所存在的知识是适应当时的
情境的，是能够为主体所用，作用于客体而帮助主体
解决问题或达到主体所需要的结果。 随着时空的改
变，知识在不适应当时情境的情况下，人们会产生新
的知识来解释客观世界，此时，知识增长了。波普尔指
出知识增长是类似于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的过程
及其结果，知识都是由那些在生存斗争中显示了自己
的合适性的假说构成，激烈的斗争淘汰了那些不合理
的假说。 [18]可见，知识为了适应社会环境和人的需求，
不断更新，不断发展，实现知识进化。资源作为蕴含着
知识的主体，与知识共存于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同样
可以进化。 资源的发展受到知识主体的作用和制约，
又能够作用于知识主体，影响知识主体的发展。 后现
代知识观认为，认知是个体主动建构的过程，是同化
与顺应相互作用的过程，即是主体改变自我的内部认
知，或者改变知识所处情境的过程。 [12]

（四）从知识的社会建构理解资源的进化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并非外在于社会，而是

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之中内生出来的[19]，人作为知识
主体是积极的知识行动者、生产者。 知识的创造和发
展不单单是一个自我建构的系统[20]，更是由许多主体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
果，是对知识的一种社会建构。 许多主体相互作用和
联接产生了共同体，共同体是知识社会建构和表征的
主体，共同体对知识的表征过程体现了知识表征的社
会性。共同体成员的爱好、利益、价值取向、专业背景、
心理状态等社会因素都会干扰知识的表征过程。 [21]在
一个特定的共同体中，人们基于不同的视角产生各自
特有的社会思想 [22]，即产生不同的知识，共同体的这
种社会建构正是推动知识进化的动力。由此推演到泛
在学习环境中的学习共同体，在资源共建共享的过程
中不断生产知识，推动知识适应人的需求，适应社会
的发展变化。 例如，在 Wiki 平台上，学习共同体协同
创建、编辑资源，不断催生资源和知识的发展以满足
更多人的需求。

三、生态学理论对泛在学习资源进化的启示

（一）确定资源为生命有机体
未来，泛在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资源要能够实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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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参与资源建设和发展，实现资源动态生成、可持
续的进化发展，变静态封闭的资源结构为动态开放的
资源结构，用户可以协同编辑资源内容，学习过程中
产生的生成性资源可以聚合、聚类、共享，实现资源的
持续性链接，即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从任
何智能资源空间中提取所需要的学习资源，保证学习
过程链的延续。 [23]泛在学习资源发展呈现出从封闭到
开放、从预设到生成、从内容到活动、从通用到个性化
等趋势，[24]具有丰富性、适应性、富联通性、情境性、智
能性、可进化性等特征。 [25]鉴于泛在学习资源的特征，
泛在学习资源允许作为“人”的生态主体共建共享，以
及利用技术工具使资源自动关联、聚合、聚类。 可以
说，资源如同一个生物体，存在生命能力，具有生命周
期，呈现生长、成熟、衰退的发展轨迹[26]。 资源作为生
命有机体本身能够生产能量，并向人输出能量；人从
资源吸收能量，也向资源输入能量，在资源和人之间
存在能量流动。学习资源应该作为泛在学习生态系统
的关键物种，通过开放的结构，允许多用户参与内容
编辑，不断丰富内容、精炼资源内容结构，实现资源可
持续性进化。 [27]

（二）界定泛在学习生态系统的要素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作

用机理的科学，[28]生态系统是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系统
的整体。生态学将生态系统的要素划分为非生物要素
和生物要素，组成生态系统的各要素彼此影响、相互
协调，共同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和平衡，一般具
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平衡性、共生性等特征。 [29]借
鉴生态学理论，在泛在学习资源进化中所涉及的要素
主要有人、学习资源和泛在学习环境。 人可以分为资
源生产者、资源消费者、资源传播者、资源管理者、资
源分解者等， 在不同的时刻或者在不同的环境中，同
一个主体要素所扮演的角色不一定相同，甚至身兼数
职，[30] 比如用户在利用资源时对资源进行补充和评
价，创建了生成性资源，既是资源消费者，又是资源生
产者。学习资源是泛在学习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成
分，可以根据多种分类标准进行划分，如根据学科分
类可以划分为数学、语文、物理资源等；根据质量可以
划分为优质资源、无效资源等。 泛在学习环境是人实
施泛在学习活动的重要载体和空间， 是资源存储、展
示、加工的空间和平台，包括虚拟学习空间、技术和工
具等无机生态因子。

（三）理清各生态要素的相互关系
生态系统是个开放的复杂系统，需要与外界有信

息、 能量的交换， 需要从外界吸收养料才能发展、进

化，并向外界输出能量，维持环境的正常运行。在信息
交换、能量流动过程中，生态要素之间发生相互作用
及影响，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有捕食、寄生、竞争和互
惠共生等[31]。 学习生态系统是具有不同需求的各种学
习社区的集合体、群体和个体间能够相互学习并相互
受益、不断进化的学习环境。 [32]在泛在学习生态系统
中，用户、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环
境是人和资源存在的基础， 为他们提供生存空间；技
术工具作为环境的重要成分，能够提高用户的资源生
产率和利用率，促进用户的知识建构；用户和资源的
发展能够优化环境，使其适应学习，则环境与用户和
资源之间是互惠共生的关系。用户通过浏览、收藏、传
播、编辑、评论、讨论等创造生成性内容，促进资源的
内容进化；语义技术使系统内的资源知识之间自动建
立关联， 或者用户建立资源知识之间的语义关联，形
成可无限扩展的资源关系网络， 实现资源的关联进
化。 [27] 学习资源在吸引人参与进化方面存在竞争关
系。由于泛在学习环境中资源可以无限复制并无限传
播，所以人不是独占资源，而是共享资源，则人与资源
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互惠共生关系。

四、泛在学习资源进化的动力分析

生态学理论根据生态要素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
以及有机生命体的进化过程，提出促进生态进化的外
部和内部动力。外部动力主要来源于环境要素和其他
生物因子，通过自然选择来实现 [33]；内部动力来源于
生态系统中每个要素个体、种群、群落之间的相互作
用。自组织理论认为进化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复杂系统
的自组织，使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发展
为高级有序。 [34]在泛在学习生态系统中，泛在学习环
境和用户属于自然选择的实施主体， 是外部动力；资
源的相互作用属于内部动力，包括竞争、协同等，属于
系统内部的自组织。

（一）泛在学习资源进化的外部动力是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是外在环境对生存在一定生态环境中

的生物产生的选择压力，既来自非生物环境，又来自
生物环境。 [35] 来自非生物环境的就是恶劣的自然条
件；来自生物环境的就是生存竞争———物种内和物种
间的竞争，是一种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利益而采取的合
作或不合作的应对策略。 [36]泛在学习生态系统中资源
进化的自然选择主要是用户选择和环境选择。

1． 用户选择
用户个性化特征和需求刺激资源的生产、流动与

发展。一是，为适应用户之间的差异性，满足用户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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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学习资源不仅要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还要具
有多元化、多格式、灵活性、动态关联、智能性等特征。
这要求学习资源能够动态生成、智能聚合、灵活调整、
精准关联，即实现持续进化。其次，用户需求多样化从
数量上得到满足， 用户需求个性化从质量上得到满
足。在生产资源时将用户需求转换和映射为产品质量
特征,根据需求生产优质产品[37]，在泛在学习生态中就
是生产优质的学习资源。

二是用户的认知发展能够推动用户知识建构、知
识创生，为资源进化输入能量。用户认知水平的提高，
使其能够深入分析学习内容，作出准确的、有见地的
评价，创造生成性资源，是原始资源在发展中的升华。
生成性资源是用户经过认知加工把个人知识外化的
产物，是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人工制品。 用户
的认知发展能够有效推动资源网络、社会网络和社会
认知网络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为资源进化提供不竭
动力。

三是开放学习环境中基于贡献的协作机制
（Contribution-based Collaboration in Open Environment，
简称 CCO）激励用户贡献资源。 CCO 机制允许贡献出
资源的用户能够享用更多资源，而没有作出贡献的用
户只能有限制地享用资源。CCO对于用户是完全开放
的，所有人都可以申请成为资源贡献者。 在泛在学习
环境中，CCO 营造了用户之间基于贡献的竞争机制，
用户为获得更多优质资源必然会选择贡献资源（创建
新资源、编辑完善原始资源），从而增加资源数量，提
高资源质量，使资源能够满足用户需求，适应泛在学
习环境，实现资源有序进化。

2． 环境选择
泛在学习环境是由普适技术、无线技术、传感技

术、数据存储技术等支持的一种学习环境。 [38]在泛在
学习生态系统中，环境对学习资源的选择主要通过技
术实现，技术可分为资源生产技术、资源管理技术和
知识转化技术，这些技术为资源生产、传播、聚合、聚
类、分化，为资源组织管理、知识提取和建构创造了环
境和条件。

在资源生产方面， 信息技术变革了资源的生产、
存储、传播方式，提高了资源生产效率。技术的发展为
开发高质量资源提供了有力支持，为用户提供了优质
的学习资源。虽然资源生产技术创造出更加丰富的资
源，使资源在质和量上有了飞跃和升华，但是信息爆
炸问题却导致资源进化变得无序、混乱，增加了用户
在利用资源和知识转化上的认知负荷。

在资源管理方面，资源组织管理技术实现了资源

的关联、聚类与整合，使分散的、独立的资源构建成知
识网络，经过用户利用资源、建构知识、创生知识、可
视化知识等行为操作，使资源在网络结构、内容和资
源质量上得到改善，实现资源有序进化。 在资源关联
方面，使用资源本体技术、语义网技术，对资源类型、
属性、关系、资源实例进行组织和管理，根据用户操作
行为建立用户—资源关系并添加到资源本体中，引入
到知识网络，使资源、知识、人三者构成社会认知网
络。 在资源聚类与整合方面，语义建模技术和动态语
义聚合技术可以增强学习资源间的彼此联通，为学习
资源聚合成大粒度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知识群体
奠定基础，是知识深度融合、共享和发现的重要条件。

知识转化技术能够帮助用户提高分析资源、提取
知识、挖掘知识、表示知识、传递知识的效率。 利用元
数据提取技术对学习资源进行组织和整合，能够从海
量分散的资源中提取出重要的资源，在语义关联和聚
类技术支持下融合所提取出的知识， 使其成为系统
的、有逻辑的知识。 知识挖掘技术通过分析知识之间
的隐含关系，对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知识内容进行自动
分析和处理，关联显性知识，聚合成知识网络；通过引
导、交互，发现难以用文字、语言、图形等形式描述和
表示的隐性知识，有效地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另外，结
合可视化技术、知识地图、语义网络表示、过程表示、
Petri 网等知识表示技术，能够清晰、准确地把知识之
间的关系、知识和人的关系描述出来，便于向用户推
送资源和知识。

（二）泛在学习资源进化的内部动力是自组织
自组织理论的竞争机制和协同机制是促进系统

形成新结构和进化的直接根源，竞争与协同作用的结
果是促进进化[39]。 泛在学习资源之间的竞争对象主要
是人，人的参与影响资源进化的方向和质量。 能够吸
引更多用户参与贡献的资源得到能量补充而进化；缺
少用户操作的资源吸收不到支持其进化的能量而缩
短生命周期以致被淘汰。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以提高资
源质量。协同使资源组成资源网络、知识网络，并将人
纳入到网络中发展成社会认知网络。资源协同扩大了
资源规模，丰富了资源种类，使资源能够满足用户个
性化需求，能够适应学习环境的变化。

泛在学习资源的协同主要表现在资源关联、外部
资源引入和资源聚合三方面。第一，资源与资源关联构
成知识网络；资源与人关联构成社会网络；知识网络和
社会网络构成社会认知网络。这三种网络不仅为资源
进化提供能量，还成为能量在学习生态系统中流转的
通道。第二，外部资源的引入增加资源数量，并与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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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融合为一个知识体系。内容策展和知识策展是一
种引入外部资源的方式，是一种信息组织形式，是一种
具有长期性、延续性的智能化信息服务方式，[40]要求用
户收集、筛选、评价、组织和共享自己专长的资源和知
识，不仅聚合资源和知识，还进行学习、思考、评价、反
思等，为资源添加新的内容，充实于泛在学习环境中。
第三，资源聚合是资源生态系统进化的需要。资源聚合
能够扩大资源种群，吸收外界力量，并通过聚合更多的
资源节点扩大网络规模，加快资源能量在系统中的流
动，从而提高资源的竞争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资源之间的依存和互惠共生关系是协同的表现
方式，也是资源有序、协同进化的动力。依存是指某资
源依赖其他资源而存在，而被利用。 寄生资源处在资
源网络的边缘，受宿主资源（被依存的资源）的影响比
较大。寄生资源增加了资源多样化，在知识发展、环境
变化到某种程度时依存资源的地位会发生变化。具有
互惠共生关系的资源相互补充、互惠互利、协作共赢，
一方的发展会带动另一方的壮大，这类资源同时被利
用，同时得到补充，共同进化。协同、依存、互惠共生的
关系是协同机制的主要内容， 能够促进资源之间、资
源与人之间协同进化。

五、泛在学习资源进化的动力模型

在前面分析基础上，我们构建出泛在学习资源进
化的动力模型，如图 1 所示。 泛在学习资源进化的动
力来源于用户、环境（技术）和资源。 用户通过非生物
要素作用于学习资源。 例如，使用资源编辑工具创建
和发布资源，用户协同编辑资源，不仅能够增加资源
数量，还能提高资源质量。再如，用户利用语义关联技
术、可视化技术在学习资源与学习资源、学习资源与
人之间建立关联，使学习资源的网络（资源网络、社会
网络和社会认知网络）不断扩展，从而扩大学习资源
的知识规模，拓宽学习资源的传播广度和深度，推动
学习资源进化。泛在学习资源的自组织依赖于技术支
持，技术增强环境的智能性，提高环境的信息处理能
力，保证资源可持续地发展。 学习资源自组织主要包
含两种情况， 一是学习资源之间通过关联进行聚合、
聚类，形成知识群；知识群通过语义关联吸收更多的
学习资源，形成知识网络。 二是学习资源进行分裂形
成多个学习资源，分裂后的学习资源之间保存某种关
联关系（这种关联关系可以是包含、属于、继承、等价、
相似等），通过引入其他学习资源，整合、聚类成新的
学习资源。 学习资源的自组织，一方面推动知识网络
不断生长、发展，提高资源质量；另一方面保证知识网

络有序发展，而不是杂乱发展。 通过技术优化学习资
源自组织，控制学习资源、知识网络的发展方向，实现
泛在学习资源由低级向高级进化， 由无序向有序进
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进化。

图 1 泛在学习资源进化的动力模型

学习资源在进化中会出现三种状态：正发展（进
步性的进化）、平衡、淘汰（退步性的进化）。 正发展是
指学习资源在用户操作行为、自组织作用下，数量不
断增加，质量逐渐提高，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满足用
户的需求，是一种进步性的进化。 正发展需要学习资
源与用户、环境等进行能量交换，减少学习资源的熵。
同时，通过语义关联技术、可视化技术等辅助学习资
源自组织，使相关资源链接聚合，不断扩大学习资源
的知识网络和社会认知网络，实现由学习资源自组织
引起的正发展转变为由用户推动学习资源正发展。平
衡不是指学习资源处于静止状态，而是指学习资源在
进化中达到与用户数量相匹配、与环境相适应的一种
相对稳定状态。 在平衡状态下，人、资源、环境三者之
间的变化比较统一，趋于同步，能够达到三者之间相
互适应。平衡状态易受到泛在学习生态系统要素的影
响，如果用户数量出现较大程度的变化，或者环境因
素发生变化，就可能会打破平衡。 例如，用户数量减
少，学习资源不能得到能量补充，熵不断增大，最后就
会处于停滞状态，呈现退步性的进化。 淘汰是指学习
资源得不到能量供给而停止进化，被分解、删除，是一
种退步性的进化。 淘汰表现在资源内容不被利用、资
源数量停止增加、资源质量下降、资源和人构成的网
络关联消失，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无法适应环境变化，
从而被其他资源所取代。

六、总 结

泛在学习的有效实施需要丰富的、智能的、可进
化的资源支持， 资源的生产和发展对提高学习效果、
支持用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后现代知识观，我
们论证了资源进化的命题，并基于生态学理论，把资
源看作生命有机体，其在泛在学习生态系统多种要素
协同作用下发生进化。泛在学习资源进化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过程，涉及资源、环境（技术）、人等多个要素，
要素之间、 要素内部均发生相互作用， 共同推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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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 借鉴生态学理论，本文从自然选择和自组织两
方面分析了资源进化的动力，从人、资源和环境（技
术）等要素分析了资源进化的能量来源，构建了泛在
学习资源进化的动力模型， 为理解资源进化的动力、
设计和分析资源进化的机制建立基础。本文虽然介绍

了资源进化生态要素， 但是生态要素的具体分类、相
互作用、资源流和知识流在各个生态要素节点之间的
流动机制等却没有论述，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于深
入分析资源进化的机制、提炼资源进化的对策、有效
促进资源有序进化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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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Dynamic Model of Ubiquitous Learning Resource Evolution

XU Liujie1, YU Shengquan1, GUO Rui2

(1.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Henan Luohe High School, Luohe Henan 462000)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Learning, the static and pre-determined learning resources
cannot adapt to ubiquitous learning. Ubiquitous learning requires contextualized, adaptive, open and
evolvable learning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knowledg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ubiquitous learning resource is an evolvable resource based on the nature, characteristics, growth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From the theory of ecology, this paper proves that ubiquitous learning
resource is a living organism, and the user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ecological
elements of ubiquitous learning ecosystem. In the interaction of resources, users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user selection and environment selection are composed of the external motivation of resource evolution. The
resource competition for users and the synergy between resources, the self-organizing behavior, form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resource evolution. By constructing a dynamic model of ubiquitous learning resource
evolu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natural selection should be enhanc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s and
environment. As for the resource,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promote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resources to
improve orderly evolution of resources.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ubiquitous learning resources, there are
three states: development, balance and elimination. Natural selec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balance of high-quality resources and elimination of inferior resources as well.

[Keywords] Ubiquitous Learning Resource; Resource Evolution; Ecology; Postmodern Views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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