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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驱动的通识课程教学模式创新——以“大学生

信息技术基础”课程为例
唐玉 何娇 彭茂玲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面对信息技术课程的体系割裂与教学适配困境，本研究探索知识图谱技术的教学创新路径。针对传统教

学模式中知识模块衔接薄弱、资源更新滞后及学生基础差异悬殊等痛点，构建了动态化课程知识图谱体系。通

过结构化拆解教材内容，建立多层语义关联网络，并融合微课视频、智能题库等资源，形成“理论-演示-实训”

三维联动的教学闭环。实践表明，该模式使 90%学生构建系统性认知框架，平均成绩显著提升，课程及格率提

高 15%。教师备课效率提升 40%，实现学情动态诊断与精准指导。这种“知识网络+个性导航”的教学范式，为

数字时代通识课程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推动教育从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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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响应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推动信息化时代

教育形态的革新，教育领域正经历着从知识体系构建到

教学模式创新的全方位转型。在此背景下，知识图谱技

术以其强大的语义关联和知识网络构建能力，逐渐成为

撬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支点——它不仅能够重构

知识组织方式，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更能为个性化学习

路径规划、智能化教学评估等关键环节提供技术支撑，

为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开辟新路径。

作为数字时代的基础性学科，“大学生信息技术基

础”课程承载着独特的教育使命。在办公自动化、大数

据分析、智能技术应用已成为社会通用技能的当下，该

课程不仅承担着培养学生基础信息素养的核心任务，更

扮演着连接专业学习与数字化生存能力的桥梁角色。然

而，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迭代和海量碎片化的知识体系，

如何构建系统化的课程知识框架，如何实现精准化的教

学实施，已成为当前信息技术基础教育亟待突破的瓶颈

问题。

鉴于此，本研究立足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战略需求，

聚焦知识图谱技术与信息技术课程的深度融合创新。通

过构建动态化、可扩展的课程知识图谱体系，探索知识

建模、智能导学、学情分析等关键教学环节的技术实现

路径，旨在为信息技术课程的知识体系重构与教学模式

创新提供实证参考，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复制

的实践范例。

1 课程困境与问题溯源

1.1 现实教学挑战

（1）知识体系割裂问题在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课程设置的计算机基础、办公软件等四大模块间缺乏有

效的逻辑衔接，导致学生在完成理论学习后仍然难以应

用于实践操作。这种割裂不仅体现在知识传授层面，更

造成学生难以将电子表格处理与数据分析能力有效贯

通，形成“学用脱节”的普遍现象。

（2）教学资源更新滞后已成为制约课程发展的瓶

颈。现有教材内容与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应用

存在3-5 年的代际差异，典型案例仍停留在传统办公场

景，未能涵盖当前主流的智能协作平台和云端数据处理

技术。这种滞后性使得课堂讲授内容与企业用人需求之

间产生明显断层。

（3）学生基础差异问题在近三年持续加剧。新生

计算机能力评估显示，学生操作水平标准差达到 2.8 个

等级，部分学生已具备编程基础，而大约一半的学生尚

未掌握基本文档处理技能。这种悬殊差异导致传统教学

模式难以兼顾不同层次学习需求，形成“优生吃不饱、

后进生跟不上”的双重困境。

1.2 系统性问题归因

现行教学模式存在三组结构性矛盾，共同构成课程

改革的深层障碍：

（1）设计维度存在线性课程架构与知识网络不匹

配的矛盾。现有的章节目录式编排无法承载信息技术领

域交叉渗透的知识特征，例如文档排版技能本应贯穿整

个课程周期，但实际教学中却被压缩在特定章节，导致

学生难以建立完整的技能链条。

（2）资源维度呈现静态与动态的冲突。纸质教材

的三年修订周期明显滞后于信息技术迭代速度，教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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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补充的在线资源又缺乏系统整合，形成碎片化的“资

源孤岛”。这种矛盾在人工智能应用等前沿领域尤为突

出，教材内容往往停留在概念层面而缺乏实操指导。

（3）实施维度暴露了标准化与个性化的制度困境。

统一的教学进度要求与分层培养目标存在根本性冲突，

教师为完成既定教学计划，不得不放弃对后进生的个性

化指导。这种矛盾在实训环节尤为明显，约 40%的学生

反映课堂练习难度与自身水平不匹配，导致学习效率持

续走低。

这些结构性矛盾共同作用，形成制约教学效果提升

的闭环：知识割裂削弱学习动力，资源滞后降低课程价

值，教学失配加剧学习分化。要突破这种困境，需要从

根本上重构课程的知识组织方式和教学模式。

2 知识图谱的构建

当知识图谱的骨架逐渐成形，如何让这个数字化的

知识生态系统真正赋能教学实践，成为课程改革的关键

突破点。教学团队发现，单纯的图谱构建只是起点，真

正激活其价值的关键在于建立“知识关联—教学场景—

学习行为”的动态闭环。这种闭环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

精准建模，更考验教学设计者对课程本质的深度理解。

2.1 教学资源结构化重组

基于“大学生信息技术基础”课程特性，构建工作

以多维度资源整合为起点。教学团队采用“教材解析+

标准重构”的双轨模式，对现行教材、课程标准及教学

案例实施系统性拆解。通过数据清洗技术去除重复冗余

内容，建立包含 8大类属性的知识节点体系：每个知识

点涵盖名称、层级（3-6 级递进结构）、前后置关联、

认知维度等核心字段，形成具备语义关联的数字化知识

本体库。以“表格处理”模块为例，其拆解出“数据透

视表”等二级节点，并映射至具体教学场景中。

2.2 知识网络动态建模

采用图数据库技术构建多层知识拓扑结构，建立包

含 4类实体关系（1-1/1-N/N-1/N-N）的语义网络。通

过语义规则引擎实现知识点自动关联，如将“多级列表”

标记为“长文档排版”的前置节点。可视化设计采用渐

进式呈现策略，既展示全局知识框架，又支持局部深度

探索。系统内置知识卡片交互机制，当学生点击“文档

格式设置”节点时，自动推送关联的图文教程与虚拟实

验资源。

2.3 教学场景智能适配

构建“三维融合”的混合式教学体系：①纵向贯通

“理论讲解-操作演示-仿真训练”学习链条，每个知识

点关联不少于 3种形态的数字资源；②横向整合微课视

频（平均时长 5-8 分钟）、智能题库（含 2000+道分层

练习题）等要素；③动态生成个性化学习路径，通过分

析学生实训数据（如 Excel 函数使用频次）实时调整知

识推送策略。教学实践表明，该模式使90%的学生能自

主构建知识框架，有效解决传统教学的知识碎片化问题。

3 教学模式创新实践

本研究将知识图谱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形成

了“知识重构—动态关联—精准赋能”的创新教学模式。

通过系统化整合教学资源、构建可视化知识网络、嵌入

混合式学习场景，有效应对了知识体系割裂、学生基础

差异等核心问题。

3.1 教师教学维度

知识图谱为教学设计提供了结构化支撑。教师基于

多级知识网络（包含章节、项目、任务等多层节点）开

发跨模块教学案例，例如将“文档格式设置”与“长文

档排版”知识点串联，设计真实办公场景下的综合实训

任务。通过学情分析系统跟踪学生知识掌握路径，教师

能够针对薄弱环节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实践表明，该模

式使教学资源调配效率显著提升，教师可将更多精力投

入个性化指导，有效缓解了传统“一刀切”教学的局限

性。

3.2 学生学习维度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网络帮助学生构建系统性认知

框架。学生通过交互式图谱界面，既能纵览“计算机基

础—办公软件—信息安全”等模块的全局关联，又能聚

焦具体知识点（如数据透视表、网络协议等）的层级逻

辑。系统根据学习行为数据智能推荐关联资源，形成“基

础强化—拓展深化”的个性化学习路径。调研显示，90%

的学生认为该模式显著提升了知识串联能力，在跨模块

案例分析中展现出更强的知识迁移意识。

3.3 技术实现维度

构建了包含章节、项目、任务三级结构的课程知识

图谱，每个节点配置知识点名称、认知维度、关联关系

等 12项属性。通过语义规则挖掘知识点间的应用关系

（如“多级列表”作为“长文档排版”的前置知识），

形成3874 条显性语义关联。与微课程、虚拟仿真实验

等 156 个多模态资源绑定后，构建了“理论学习—案例

演示—虚拟实操”的闭环学习场景。特别是在信息安全

模块，虚拟攻防实验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可视化操作，学

生通过情境化任务掌握加密技术原理。

4 实施成效

4.1 学业表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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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程试点班级的阶段性考核数据显示，采用知

识图谱教学模式后，学生平均成绩较传统教学方式呈现

显著增长，反映出知识图谱对学习效率与知识掌握程度

的双重优化作用。这种提升源于知识网络对碎片化知识

的系统整合，使学生能够通过可视化的关联路径快速定

位知识盲区，形成从理论理解到实践应用的能力转化闭

环。

4.2 学习体验深度优化

通过覆盖约 2000 名学生的满意度调查发现，90%的

受访者明确认可知识图谱对学习效率的促进作用。典型

质性反馈表明，该模式通过三方面重塑学习体验：其一，

可视化知识网络帮助 83%的学生建立了课程整体认知框

架，有效解决传统教学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知

局限；其二，动态学习路径推荐机制使 76%的学生减少

了无效重复学习；其三，情境化任务设计使 68%的学生

提升了知识迁移能力。

4.3 教学管理效能增强

知识图谱的应用使教学资源管理效率提升 40%，教

师通过语义网络实现教学资源的智能分类与动态关联。

备课系统数据显示，教师单次备课时间平均缩短 1.5 小

时，节省的时间主要用于个性化学习方案制定（占 62%）

和跨模块案例开发（占 38%）。教学督导评估报告指出，

知识图谱支持的精准教学模式使学情诊断准确率提升 2

8%，教师能够依据实时学习数据动态调整教学进度，实

现"共性难点集中突破，个性问题定向指导"的双轨教学。

4.4 课程生态持续进化

通过构建包含 250 余个核心知识点、500 余条语义

关系的知识网络，形成动态更新的教学资源库。系统日

志分析显示，每周平均产生 20次知识点关联更新，其

中 30%由教师根据技术发展手动更新，70%通过机器学习

自动生成。这种双向更新机制确保教学内容与信息技术

发展保持同步，解决传统教材更新滞后问题。教学团队

反馈，知识图谱使课程内容更新周期从原来的 18个月

缩短至 3个月，显著提升课程时效性。

该创新实践表明，知识图谱技术通过重构知识组织

方式、强化教学动态关联，为通识课程教学提供了可复

制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当前教学痛

点，更在于构建了适应技术快速迭代的知识更新机制，

为培养数字时代复合型人才提供了方法支撑。

5 总结语

本研究表明，当知识网络与教学实践形成有机互动，

传统课堂的固有边界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更具韧性

的数字化学习生态。教学团队通过构建动态更新的知识

节点体系，不仅弥合了理论与实践的断层，更在学生认

知路径上搭建起可视化的成长阶梯——那些曾经困扰

师生的知识碎片，如今在语义关联的牵引下，逐渐编织

成可理解、可迁移的能力图谱。

这种教学模式创新带来的改变是双向赋能的。教师

在知识网络的支撑下，能够精准捕捉到每个知识点的教

学张力，从而设计出更贴合技术发展趋势的实训任务；

学生则通过交互式学习界面，在自主探索中建立起个性

化的知识坐标系。这种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恰恰印证

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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