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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的背景

混合式学习的关键是如何融合线上线下的学习。融合的具体难点体现在：老

师如何有效的给出学习的引导，同时根据学生的自主学习的学情给予教师教学提

示，从而更好地进行线下的教学；另外，线上平台如何实现学习路径和资源的个

性化引导和推荐，促进学生有效的主动学习，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

2、实施时间、方法和过程

从 2019 年春立项至今，针对结合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采用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教育信息化技术，帮助教师可以更好的通过思维导图等符合人类认知

规律的在线可视化工具，给出所教授课程的知识脉络和对应的学习资源和测评，

突出知识之间的联系，强调知识的重点和难点，形成具有系统观的、体现连接主

义学习的引导。同时，通过平台的测评统计和可视化展示等，有效的得到学生的

线上自主学习反馈。并尝试采用语义Web 技术，通过学生的学习评测结果，初

步实现学习的个性化推荐。

具体而言，采用现代Web 技术：前端的Angular 框架，后端的 SpringBoot +

MyBatis，以 neo4j 图数据库存储知识单元及其关系，jsMind 定制开发可视化思维

导图，构建了一个支持混合式学习的在线导学原型系统。并申请了域名和亚马逊

公有云空间，进行了部署和试运行。并将该教改研发的原型系统在“程序设计”

课程中实际应用，通过调查问卷可以看出得到学生很好的反馈。在此导学系统基

础上，进行了一定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实现了初步的学习路径和资源的初步

推荐，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并得到调查问卷。

在 2019 年秋的“程序设计”课上，我们采用已经开发的原型系统定义了程

序设计课程知识单元组织的思维导图，如下图所示：



采用该系统，可以在每个知识单元上关联学习资源，如课件、网络学习资

源链接等,如下图所示:

平台还支持教师在知识单元上布置作业和测试题，如下图所示，在整门课中我们

布置了 100 道左右的题目，主要是客观题：

教师以思维导图可视化定
义 Java 程序设计知识脉络，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通过“资源”按钮，为
思维导图中选中的知识
关联学习资源。

通过“作业”按钮，为
思维导图中选中的知识
单元布置测试题。



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通过数据分析，以颜色区分，可视化学生的

学习效果供教师参考，以调整授课策略和进度等，从而支持个性化的教与学。同

时进行了学情数据统计的可视化信息，如下图所示：
学情数据的
统计柱状图

以颜色可视化反
映学情，支持教
师线下教学。

支持直观查看某位同
学或者全班的学情。



针对使用体验发放了调查问卷，本次授课班级 40 多人，有 31 名同学参与了

平台使用调研，分别调研了“是否更方便找到学习资源”，“知识脉络的表达清晰

性”，“对主动学习的帮助”，“系统易用性”，“学情的表达直观性”等方面，并从

学生的文字评价中生成了云词。如下面这些图分别所示。





本项目还初步探索了定义知识单元及其相互关系的语义，并且通过关联的测

试题进行学情诊断，以及学习资源的推荐。但是测试题和知识单元关系的各种复

杂情况还尚未研究透彻，只是通过权重分配做了较为简单的对应，以进行学习诊

断。知识单元的关系最终也都归结为前续和后续关系，方便进行推理和资源推荐。

原型系统界面如下：

支持教师或领域专
家定义知识单元的
多种语义关系。



将本系统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实践应用和调研。调查对象为学习过 Java 程序

设计课程并已试用过本系统的国内一流高校大三大四学生，Java 程序设计水平处

于中上水平。共获得了 35 份有效答卷。推理算法效果的对比分析显示，基于本

体模型的学习情况估计算法所获得的学习情况估计值与通过问卷获得的学生自

身评定误差最小。

3.项目的主要成效与价值

思维导图在线导学系统的研发和应用，给出了一种强调系统观和连接主义学

习的教学设计，并且采用思维导图等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可视化方式，有效的融

合线上线下的学习，解决混合式教学的关键问题。

基于本项目的研发，指导了和本项目密切相关的硕士毕业论文《基于知识追

踪和强化学习的在线评测导学系统研究与实现》（刘凡，本次项目团队成员，2020

年）；本科毕业论文《基于语义网的交互式视频编程学习平台的设计与实现》（毛

薄弱环节排行查看



浩楠，本次项目团队成员，2020 年），《基于本体的学习诊断和资源推荐系统设

计》（邱轶扬， 2020 年），《基于图数据库和思维导图的导学系统的构建》（唐小

浩， 2019 年）。

另外一个成效是基于本教改项目基础上成功申请了 2020 年上海市重点教改

项目，计划在智能导学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应用。

本项目的教学设计思路和阶段性成果，在本人参与的多项教学活动中也向其

他老师进行了介绍，得到很好的反响。

4.项目研究或实践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和建议；下一步进行研究与实践的思路。

以上探索对构建较为完善的智能导学系统奠定了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但是还

存在许多不足，比如本体定义知识单元及其关系中，在推理准确和完备以及知识

单元定义的粒度和关系种类中，如何取得平衡和可行性。如何较为准确的实现通

过自测题反馈给出学习者的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另外，通过调查问卷形式判断和

得出结论的方式尚待验证和改进。这些都是下一步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