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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构建赋能课程教学数字化

——以Web前端开发（HTML+CSS）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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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以 Web 前端开发（HTML+CSS）课程为切入点，深度探究知识图谱在课程教学数字化进程中的应用实践。通过

构建 Web 前端开发课程知识图谱，完善并关联教学与考核资源，依托超星在线学习平台开展教学实践，致力于提升

教学质量、优化学生学习体验，为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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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takes the Web front-end development (HTML + CSS) course as an entry point to deeply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knowledge graph in the digital process of curriculum teaching. 

By constructing the knowledge graph of the Web front-end development course, improving and 

correlating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resources, and carrying out teaching practice relying on the 

Chaoxing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it is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optimizing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relate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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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范围内，数字化教育已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化教育发展，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

如《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等，明确提出要加快教育数字化进程，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这些政策对数字化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着纲领性的指引作用。教学资源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载体，建设优质数字化资源已成为教

育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Web前端开发（HTML+CSS）课程是本校计算机相关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教学面临挑战，知识点零散、课程与项目脱节、教学方

式单一，个性化支持不足。知识图谱通过整合知识点构建系统化结构，深度关联项目实践案例，支持分层教学与资源智能推荐，促进理

论实践融合，为解决教学痛点提供创新路径，推动 Web 前端开发课程实现智能化、个性化变革。

一、知识图谱助力 Web 前端开发数字化课程资源建

设的缘由剖析

（一）Web 前端开发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线上教学资源大多以孤立的知识点形式呈现，缺乏系统性和

连贯性，切断了知识点之间的有机联系 [1]。

在前端开发学习中，不少学生难以串联知识点构建知识体

系，容易出现知识漏洞和理解偏差。

课程内容与实际项目应用联系不够紧密，学生在课堂上学到

的知识难以直接应用到实际的网页开发项目中 [2]。理论实践转化

难，项目能力弱妨碍就业。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难以精确了解学生对各知识点的掌握情

况，无法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服务 [3]。

（二）知识图谱技术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

知识图谱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组织和呈现方式，能够以结构

化的形式描述知识点之间的关联，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现知识框

架 [4]。

智能数据挖掘与可视化分析助教师依托知识图谱精准定位教

学薄弱环节，掌握学生难点易错点，助力教学精准度与个性化提

升 [5]。知识图谱正深度融入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为解决 Web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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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开发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途径。

二、Web 前端开发课程知识图谱构建（以超星学习

通平台构建知识图谱为例）

（一）重塑课程内容，提取课程知识点

传统教学，按教材章节设课，难显知识逻辑。为构建科学合

理的知识图谱，教学团队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结合企业实际

项目需求以及 Web前端 1+X 证书技能点要求，对教学大纲进行

全面梳理和完善 [6]。结合课程目标，按照“以应用为目的，以必

需、够用为度”的原则编写，以真实案例引导教学内容，从内容

安排、知识点组织、教与学、做与练等多方面体现高职教育特

色。将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化重组，教学内容划分为基础知识、

HTML5 进阶、CSS 样式设计三个模块。针对模块，精心设计十

个教学任务和两个项目任务。基于教学任务，细化知识点，梳理

专业课程间的关联知识点，构建系统、全面的 Web 前端开发知

识体系，有效解决传统课程内容设置中存在的知识点关联不足、

课程群之间缺乏纵向贯通的问题。通过思政元素引入，还可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如家国情怀、工匠精神和创新意

识等。

（二）梳理知识点关系，完成属性编辑

科学合理地设置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和属性是构建知识图谱的

核心步骤。在关系设置上，遵循知识内在逻辑，从基础知识点逐

步延伸到项目应用，帮助学生建立清晰的知识层级结构，便于理

解和记忆 [7]。

对于课程知识点的属性，从多个维度进行归类。按照认知维

度，可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等类别；依据

知识点分类，可为事实性、概念性、程序性和元认知；固定标签

包括：重点、难点、考点、课程思政，可根据需要自定义标签。

明确每个知识点在实现课程目标中的作用。这些不同维度的属性

相互交织，彼此联结，汇聚成了知识点多元且关联紧密的知识网

络，如图1所示。

（三）导入课程平台，生成知识图谱

提取课程知识点，梳理关系，编辑属性，构建知识图谱。以

超星平台为例，知识图谱有多种导入方法，若选择模板导入，需

在模板中准确填写各级知识点、前后置关联、属性标签与认知分

类等详细内容，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结构。将模板导入超星平

> 图1 web前端开发（HTML+CSS）课程知识树

台，即可生成 Web 前端开发课程的基本知识图谱，如图2所示，

构建直观可视化知识框架 [7]。

（四）关联知识点与教学资源，构建教学资源库

知识图谱以“结点”和“边”的形式表示“知识－关系－知

识”网状关系，层级结构与知识点间关联形成动态知识网络。基

于此框架全面整合教学资源，将微课视频、PPT、测试题、项

目任务、课程思政案例及跨课资源等与知识点精准映射。例如 

HTML5 表单元素知识点关联专属教学视频、教案课件，同步匹配

作业测验与拓展阅读。借助超星平台 "扩展阅读 " 功能，从 "超星

发现系统 " 智能推荐适配资源，拓宽学习路径。所有资源均以知

识点为核心锚点，形成立体化知识关联网络，支持学生按需自主

学习与教师动态调整教学策略。

精细梳理出231个知识点，关联 187个课程资源，含视频、教

案、课件及拓展资料；关联 206个习题、测验、项目任务等评价

资源。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构建思政资源库，为 22 个知识点

赋予 “课程思政” 属性。将教学资源与知识点关联，建设基于知

识图谱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其知识体系具备全栈生态覆盖、前

沿技术引领、敏捷迭代更新、组件化灵活调用的核心特征，助力

教学与学习 [8]。

三、知识图谱赋能混合式教学

将知识图谱技术应用于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基于知识图谱

课程开展混合式教学，为教学数字化注入了生机，提高了课程资

源的利用效率和教学效果。

（一）探索将知识图谱融入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遵循知识图谱驱动教学设计线下教学、大数据驱动线上学习

的教学思路。融合翻转课堂的理念，课前教师在学习通平台发布

本次课教学目标和自主学习任务，学生在课前预习相关知识点并

完成课前测试。课中将知识图谱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在知识导入

阶段，引导学生利用知识图谱沿“图”学习，从全局把握课程教

学目标及重点、难点，进而明确需要学习的知识点。结合“立德

树人”的目标，在课程中润物无声的融入思政元素：以任务案例

为知识载体引导学生探究式学习，同时借助知识图谱向学生展示

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快速获取并查询相关联的知识点。学生

搜集资料通过小组参与式教学完成课堂讨论实现知识内化，并绘

制自己的知识图谱上传至学习通平台。课后通过知识图谱分析学

生的疑难点、错误率等学习问题，了解学生薄弱知识并调整教学

> 图2知识图谱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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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点或教学进度。参与式学习是知识图谱融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模式的核心，是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设计出

知识图谱融入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9]，如图3所示。

（二）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

课程知识图谱赋能 Web 前端开发混合式教学。课前基于知识

图谱实施分层教学，通过学生知识点掌握数据将学生分为基础、进

阶两层次，针对性设计差异化教学方案，夯实基础层根基，拓展高

阶层深度。课中采用小组合作探究法，按知识图谱划分学习小组，

各小组协作攻克特定知识板块，通过分析知识关联、讨论实践培养

探究能力。设置学院网站、化妆品网站两大项目任务，引导学生依

托知识图谱自主整合知识完成项目，结合智能推荐拓展资源强化实

践应用。学习行为与知识点智能关联，生成可视化数据，帮助教师

动态调策，促理实融合与能力提升 [10]。

（三）建立合理的课程评价考核制度，并进行课程建设效果

分析

知识图谱能够实时、动态地呈现学生对知识点的学习完成度和

掌握程度，为教师提供详细的教学数据支持。将过程性评价与总结

> 图3 知识图谱融入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 图4 课程评价考核制度

性评价相结合，实行积分制量化考核。课程评价考核如图4所示，

教师借助超星平台，能清晰直观地了解不同班级学生在知识点掌握

程度上的差异。教师根据学情布置聚焦不同知识点的 “靶向作业”，

精准发力，补齐学生知识短板 [11]。教师依学情实施靶向教学，个性

化辅导薄弱知识点，推荐资源强化实践，提升精准实效 [12]。

四、课程知识图谱建设反思

课程知识图谱建设重构了 Web 前端开发课程体系，融入思政

元素提升综合素养，多维度属性编辑精准适配教学需求，混合式

分层教学促进个性化学习，创新考核制度提高教学精准度。但存

在知识点拆分整合不足、属性标签灵活性差等问题。未来将优化

拆分整合、提升标签灵活度、完善资源更新机制、改进教学方法

并强化创新考核，同时探索与新兴技术融合，构建智能化、个性

化教学模式，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以培养行业急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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