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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01



教育信息化发展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信息化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

向。知识图谱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组织和表达方式，对于促进教育信息化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

地方高校课程改革需求

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课程改革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地方高校课程进行知识图谱分

析，可以深入了解课程知识结构和内在联系，为课程改革提供有力支持。

研究背景与意义



知识图谱是一种基于图的数据结构，用于描述现实世界中的

实体、概念、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它可以有效地组织

和表达海量、异构、动态的知识，为人们提供更为直观和便

捷的知识获取方式。

知识图谱定义

知识图谱在教育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如课程知识图谱、

学习资源推荐、学习者模型构建等。通过对课程进行知识图

谱分析，可以揭示课程知识的层次结构和关联关系，为学习

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资源推荐。

知识图谱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知识图谱概念及作用



地方高校课程特点
地方高校课程通常具有地域性、应用性和实践性等特点，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密切相关。

同时，由于地方高校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相对有限，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重

复性。

地方高校课程改革面临的挑战
在地方高校课程改革过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如教学资源整合、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改革

等。其中，如何有效地组织和表达课程知识，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和兴趣，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通过对地方高校课程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地方高校课程特点与挑战



知识图谱构建方法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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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地方高校课程数据可以从学校官网、教务处、课程管
理系统等渠道获取。

数据预处理

对数据进行清洗、去重、格式化等操作，以便于后续
的实体识别和关系抽取。

数据标注

对数据进行人工标注或自动标注，以识别实体和关系。

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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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链接

将识别出的实体链接到知识图谱中的相应节点。

01

实体识别

利用命名实体识别技术，从文本数据中识别出课程、教师、学

生等实体。

02

关系抽取

通过规则匹配、深度学习等方法，抽取出实体之间的关系，如

课程与教师、课程与学生的关系等。

实体识别与关系抽取



采用图数据库等存储方式，将知识图谱以图的
形式进行存储。

知识图谱存储

提供灵活的查询接口，支持对知识图谱中的实
体、关系进行查询和检索。

知识图谱查询

利用可视化技术，将知识图谱以直观的图形化方式展示出来，方便用户理解和
分析。

可视化展示

知识图谱存储与查询



地方高校课程知识图谱构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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