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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2022 年本科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

项目研究/实践报告 
说明： 

一、拟择优发布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网站 

二、报告结构建议如下（字数 2000-3000），格式请参考脚注
[1]
： 

1.项目的背景、目的与意义（为什么选择这项课题? 主要解决什么样的教学问

题?） 

2.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与过程。 

3.项目的主要成果、成效与价值（含项目在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等方面实效和价值，

需要有实证，即有定量或定性的证据及资料来证明。） 

4.项目研究或实践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和建议（可选）；下一步进行研究与实践的

思路。 

5.其他 

 

报告题目
[2]
：以知识图谱为载体的教学辅助系统构建研究与探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作者姓名：王智慧 

 

报告正文： 

 

一、项目的背景 

对于课程教学来说，清晰的课程知识体系结构对于帮助学生了解课程的重

点和难点内容、以及在对课程整体知识内容的熟练掌握与融会贯通等方面，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复旦大学教改研究报告： 
（1）实证为主型研究报告 可参考 2017 年第一期 http://cfd.fudan.edu.cn/yanjiu/jyxzk/1650.html ； 
（2）经验为主型实践报告 可参考 2019 年第一期 http://cfd.fudan.edu.cn/yanjiu/jyxzk/1992.html#jyxzk01 
2 可不同于教改项目名称。 



目前常见的课程知识体系的展示多以章节目录的形式体现。这种展示方式

为线性形式，其不足之处在于：对于课程的多个知识点之间的交叉融合关系并

不能很好地体现。而学生在按部就班的学习过程中，经常容易出现“学到后

面、忘记前面”的问题。因此，不利于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课程知识的融

会贯通和整体掌握。 

考虑到课程的知识点之间可能存在复杂关联关系，有时需要花费较多时间

方可理清知识脉络，本项目拟针对传统章节目录形式的课程知识体系在展现形

式上的不足，拟从方便课程教学中知识体系的构建、发布和使用的角度，以知

识图谱为载体，研究与探索相应的教学辅助系统构建，帮助教师通过构建和发

布课程知识体系，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系统思考，同时也辅助学生通过自主构建

与完善具有个性化的课程知识图谱，促进在学习过程中深刻理解和全面掌握课

程内容。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与探索，期望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提升教学辅助系统的

总体设计理念，践行以学为中心，帮助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系统思考

能力，促进学生自主构建与完善个性化的课程知识图谱，帮助学生针对课程的

知识体系建立全方位和多角度的深入理解。 

 

二、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与过程 

项目以知识图谱为课程教学中知识体系的载体，开展相应的教学辅助系统

构建研究与探索，具体实施方法与过程如下： 

1、坚持以学为中心的理念，研究与探索以知识图谱为载体的教学辅助系统

构建。在项目的研究与探索中，强调支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推进以学为中心，

允许教师引导学生基于教学辅助系统开展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更好地消化和

吸收在课程中所学的知识，促进学生分阶段自主构建与完善个性化的课程知识

图谱，针对课程的知识体系建立全方位和多角度的深入理解。同时，让学生可

以借助教学辅助系统，在突破课程知识体系的传统章节目录式的线性结构的基

础上，构建课程知识点相互交叉关联的网络状结构，形成更有效的知识体系。

通过在教学辅助系统中融入知识图谱等技术，深化系统总体设计思想，在构建

课程知识图谱的具体过程中，以课程知识点为网络节点，以网络结构中的连接



反映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以知识图谱有效梳理课程内容的知识点脉络，提升学

生对课程知识体系的全局观念与总体把握，辅助课程教学的顺利开展。图 1是

我们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基于教学辅助系统所构建的一个知识图谱实例展示。 

 
图 1、知识图谱实例 

 

2、在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中，支持与知识点相融合的多媒体信息的综合展

示。对于课程中的知识点，项目构建的教学辅助系统允许针对知识点附加相关

的描述文字、展示图片、讲解语音以及演示视频等不同形式的多媒体信息。图

2是融合多媒体信息的知识图谱实例，可以便捷地查看与知识点相关的文档描

述以及视频资料。通过将多媒体信息与知识图谱中的知识点有机结合，可以更

清晰地阐述相应的知识点，更好地适应于多种类型的不同教学需求，增强系统

工具的可用性。这样可以方便教师对课程学习中的重点与难点的总结与展示，

帮助学生对于课程知识进行深入学习和熟练掌握。同时，学生也可以在自主构

建的知识图谱上，添加相应的多媒体信息作为学习笔记，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

式，利于学生对自主个性化知识体系的完善与扩展。 

      
图 2、融合多媒体信息 



3、研究开发具有通用性的教学辅助系统原型，支持构建、发布和使用课程

知识图谱的全流程，并允许多个用户共同使用教学辅助系统，同时在系统中可

支持多门课程的知识图谱实例，满足不同课程的教辅需求，而不受限于特定的

单门课程，提高系统适应性和开放性。图 3为系统结构图的展示。具体来说，

项目研发与探索基于 Web 的教学辅助系统原型，支持课程知识图谱实例的在线

构建、发布与使用，提升系统的使用便捷性。在教学辅助系统中，使用者无需

安装专门应用程序，通过 Web 浏览器借助互联网登录系统即可方便地在线构

建、发布与使用课程知识图谱。同时，由教师在教学辅助系统中，可以先构建

与发布课程相关的知识图谱框架，然后随着教学进展以及对课程内容的逐步展

开，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系统思考，促进学生借助教学辅助系统循序渐进地

自主构建与完善个性化的课程知识图谱，以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逐步整理与形

成自身对课程知识体系的深入理解与整体把握。 

 

图 3、系统结构图 

 

三、项目的主要成效与价值 

本项目研究与探索基于知识图谱的教学辅助系统构建，取得了以下的主要成

效与价值： 

1、支持以学为中心的课程建设，通过从引导学生进行系统思考着手，促进

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借助教学辅助系统自主构建与完善个性化的课程知识

图谱，帮助学生更好地熟悉课程的知识体系和深入学习课程知识，以便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融会贯通，熟练掌握所学课程知识。 



2、通过研究与探索基于知识图谱的教学辅助系统构建，突破传统章节目录

式的线性的知识体系结构，为在教学过程中构建、发布和使用课程知识图谱提供

有力的教学辅助系统工具，帮助学生针对课程的知识体系建立全方位和多角度的

深入理解。 

3、通过融入与运用知识图谱、互联网与 Web 等信息化技术，构建具备通用

性的教学辅助系统，可以支持多个用户在线使用，同时在系统中可以支持不同课

程的知识图谱实例，而不受限于特定的单门课程，使得教学辅助系统具有更好的

适应性和开放性。 

 

 

 
图 4、调查结果 

 

在项目的研究与探索中，我们结合课程教学开展了相应的实践。具体通过

在教学辅助系统中，先构建与发布课程相关的知识图谱框架，引导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系统思考，同时让学生借助教学辅助系统循序渐进地自主构建与完善个

性化的课程知识图谱，以促进学生在课程学习中逐步整理与形成自身对课程知

识体系的深入理解与整体把握。针对项目研究与探索的效果，我们向学生发放

了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如图 4所示。从当前实践情况来看，项目的研究与探索



能够支持以学为中心的理念，对辅助课程教学的顺利开展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

果有很大帮助。 

 

四、下一步进行研究与实践的思路 

今后，我们在课程教学中进一步加强基于知识图谱的教学辅助系统应用，

结合教学实践经验，不断研究与完善当前基于知识图谱的教学辅助系统，为在

教学过程中构建、发布和使用课程知识图谱提供有力的教学辅助工具，更好地

支持以学为中心的课程建设，帮助学生通过自主构建与完善知识图谱，针对课

程的知识体系建立全方位和多角度的深入理解，更好地在教学中实现人才培养

的预期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