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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思政课程个性化学习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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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思政课程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当前思政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基于知识图谱的思政课程个性化学习路径构建方

法，结合知识图谱技术的特点，提出个性化学习路径模型，希望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学满意度，为思政

课程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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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 key cours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ultiv students'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course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graph technology, a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 model is proposed, which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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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思政课程在塑造学生三观中起关键作用，但传统“一刀切”教学无法满足学生多样需求，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效果欠佳。[1]与此

同时，知识图谱技术在教育领域兴起，其能结构化呈现知识关联，为思政教学提供新思路。构建思政课知识图谱，可梳理知识点，为学

生提供清晰学习框架，将其用于个性化学习路径构建，既能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提升学习效率，又能助力教师精准教学，增强思政教

育针对性与吸引力，对思政课程教学改革意义重大。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知识图谱在教育领域应用研究起步早，在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上，借助学习行为数据分析实现资源精准推送。[2]国外虽无完全

对应“思政课程”，但公民教育等领域有教学探索。国内近年相关研究发展迅速，在知识图谱构建及思政课程个性化学习路径实践上成

果颇丰。不过，当前研究仍存不足，如思政课知识图谱构建不完善，复杂关系挖掘不深，知识图谱与思政教学深度融合困难等。本研究

创新点在于深挖思政知识体系，构建精准知识图谱，运用先进算法结合多维度学习数据实现精准推荐，并探索深度融合模式。

一、知识图谱与思政课程个性化学习路径相关理论

（一）知识图谱的基本概念与技术原理

知识图谱是描述知识、揭示事物关联的语义网络，由节点

（实体或概念）与边（关系及属性）构成。[3]其构建要素包括实体、

关系和属性，构建流程涵盖数据收集、预处理、信息抽取、融

合、存储与更新。关键技术有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等。在教育领域，知识图谱能整合学科知识，呈现知识架构，

助力学生理解，还可依学生情况智能推荐学习资源与路径。

（二）思政课程个性化学习路径的内涵与重要性

思政课程个性化学习路径，是指依据思政课程的知识体系与

学生个体的学习特征，为学生量身定制的专属学习进程与方式。[4]

它以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为导向，充分考量学生在学习能力、兴趣

爱好、知识储备以及认知风格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借助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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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源与教学手段，引导学生沿着契合自身特点的路径开展思

政课程学习，从而达成知识的有效获取、素养的全面提升以及价

值观的正确塑造。

（三）知识图谱与思政课程个性化学习路径的关联

在课程体系构建上，知识图谱助力思政课程系统化，梳理复

杂知识点关系，构建知识框架，分层分类展示内容，提供适宜学

习路径。[5]教学内容优化方面，教师借助知识图谱分析学生数据，

丰富内容，针对薄弱点教学。教学方法创新上，支持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依据学生习惯偏好推荐学习建议。教学评价与反馈中，

知识图谱为教学效果提供科学依据，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学习过

程，调整教学策略。[6]

二、基于知识图谱的思政课程个性化学习路径构建

方法

（一）思政课程知识图谱的构建

思政课程知识图谱的构建是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的基础，其

构建流程涵盖多个关键环节。确定思政课程知识体系是首要任

务，思政课程知识体系丰富繁杂，涉及诸多领域，以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课程为例，其知识体系包含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

会主义等核心板块，每个板块又细分众多知识点。[7]构建知识体

系时，需依据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以及权威教材，对这些知识点

进行系统梳理，明确其层级关系与逻辑关联，形成清晰的知识架

构。[8]

知识实体与关系的抽取是构建知识图谱的核心步骤。知识实

体即知识图谱中的节点，涵盖思政课程中的概念、理论、人物、

事件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里，“马克思”“剩余价值”“共

产主义”等皆为知识实体。[9]关系抽取则是确定实体之间的联系，

这些关系丰富多样，包括因果关系、继承关系、解释关系等。“剩

余价值”与“资本主义剥削”存在因果关系，“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存在继承与发展关系。抽取知识实

体与关系时，可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如命名实体识别、关系

抽取算法等，从教材文本、学术论文、教学课件等多源数据中提

取相关信息，确保知识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融合多源数据是构建思政课程知识图谱的重要环节。思政课

程知识来源广泛，除教材外，还包括学术文献、新闻资讯、历史

档案等。[10]不同数据源的知识在格式、结构、语义等方面存在差

异，需进行融合处理。将教材中的理论知识与新闻资讯中的现实

案例相结合，能使知识图谱更具时代性与实用性；把历史档案中

的事件记录与学术文献中的理论分析相融合，可加深对知识的理

解与认识。[11]融合多源数据时，需采用数据清洗、格式转换、语

义对齐等技术手段，消除数据间的矛盾与冗余，实现知识的无缝

整合。

（二）个性化学习路径的生成算法与模型

个性化学习路径的生成算法是实现基于知识图谱的思政课程

个性化学习的关键。基于规则的算法依据预先设定的规则来生成

学习路径，这些规则可以基于教学经验、课程大纲以及学生的学

习目标等。[12]在思政课程中，若设定规则为学生需先掌握基础

知识，再深入学习理论，那么算法会按照这一规则，优先推荐基

础知识点的学习资源，待学生完成基础知识学习后，再推荐相关

理论的学习内容。[13]基于图搜索的算法则将知识图谱视为一个图

结构，通过图搜索算法寻找最优的学习路径。在思政课程知识图

谱中，若学生的目标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算

法可以从与之相关的基础概念节点出发，构建出一条从基础概念

到目标知识点的学习路径，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掌握相关

知识。

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近年来在个性化学习路径生成中得到广

泛应用，它通过对大量学生学习数据的分析和训练，学习学生的

学习模式和偏好，从而生成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对于学习能力较

强、对知识掌握速度较快的学生，算法可以推荐更具挑战性的学

习内容和拓展性的知识路径；对于学习进度较慢的学生，则提供

更基础、更详细的学习资源和指导，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需求。

（三）学习路径的优化与调整机制

学习路径的优化与调整机制是确保个性化学习持续有效的关

键，它基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动态反馈，从多个方面进行优

化，以适应学生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

动态调整是学习路径优化的重要环节。随着学生学习的深

入，其知识掌握程度、学习能力和兴趣偏好会发生变化，因此学

习路径需要实时动态调整。通过实时采集学生在学习平台上的学

习行为数据，如学习时间、答题情况、浏览内容等，及时发现学

生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和变化。[14]如果发现学生在某一知识点的

学习上花费时间过长且错误率较高，系统自动调整学习路径，增

加相关知识点的学习资源，如提供更多的讲解视频、练习题，帮

助学生加深对该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系统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学

习进度和能力，适时调整学习难度。对于学习进度较快、能力较

强的学生，提供更具挑战性的学习内容，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

激发他们的学习潜力；对于学习进度较慢的学生，则适当降低难

度，提供更多的基础知识讲解和练习，确保他们能够跟上学习进

度，逐步提升学习能力。

反馈优化是提升学习路径质量的重要手段。建立有效的反馈

机制，收集学生的学习反馈信息，包括学生对学习内容的评价、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对学习路径的建议等。学生可以通过

在线问卷、学习社区、留言等方式向系统和教师反馈学习情况。[15]

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学习路径。若学生普

遍反映某一章节的学习内容过于抽象，理解困难，教师可以在知

识图谱中关联更多生动形象的案例、故事或动画等资源，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知识。流畅性和效果。

资源更新是保证学习路径时效性和有效性的必要条件。思政

课程的知识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理论的创

新，思政知识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因此，学习路径中的资源需

要定期更新，以反映最新的思政动态和理论成果。及时将党的最

新政策、方针，社会热点事件等融入学习资源中，使学生能够接

触到最前沿的思政知识，确保学习路径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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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内容，满足学生对新知识的需求。

三、基于知识图谱的思政课程个性化学习路径实施的

挑战与对策

（一）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在技术层面，知识图谱构建与应用的技术门槛较高。思政课

程知识图谱的构建涉及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多

种前沿技术，对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要求极高。在知识抽取环

节，需要精准识别思政领域的专业术语、复杂句式以及语义关

系，这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准确性和适应性提出了严峻挑战。

数据层面也存在诸多难题。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是一个突出问

题，思政课程数据来源广泛，包括教材、学术论文、新闻资讯、

学生学习记录等，这些数据在格式、准确性、完整性等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部分数据可能存在错误标注、缺失值等问题，影响知

识图谱构建的质量和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的准确性。

教学层面同样面临挑战。教师对知识图谱技术的应用能力不

足较为普遍，许多教师长期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对新兴的知

识图谱技术缺乏了解和掌握。他们在将知识图谱融入教学过程

中，难以充分发挥知识图谱的优势。

从学生层面来看，学生对个性化学习路径的接受程度存在差

异。部分学生习惯于传统的学习模式，依赖教师的统一指导和安

排，对自主选择学习路径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一些学生可能对

个性化学习路径的理解和使用存在困难，无法充分利用知识图谱

提供的学习资源和指导，影响学习效果。

（二） 应对策略与建议

在技术层面，加大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投入至关重要。高校

和教育机构应积极与科研院校、科技企业合作，共同开展知识图

谱技术在思政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注重培养跨学科的技术人

才，开设相关的专业课程和培训项目，建立知识图谱技术交流平

台，定期组织技术研讨会和经验分享会，促进技术人员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共同攻克技术难题。

在数据管理方面，提高数据质量，保障数据安全。在数据收

集阶段，明确数据的来源和标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运用数据清洗和预处理技术，去除数据中的错误，填补缺失值，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提高数据的可用性。建立数据访问控制

机制，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访问和使用学生的学习数据，保

障学生的隐私安全。

在教学改革方面，提升教师能力，促进深度融合。加强对教

师的培训，开展系统的知识图谱技术培训课程，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培训方式，为教师提供多样化的学习途径，提高教师对知

识图谱技术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鼓励教师开展教学实践探

索，将知识图谱融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

在学生引导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向学生宣传个性化学习路径

的优势和意义，让学生了解个性化学习路径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

的学习需求，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组织学生开展体验活

动，让学生亲身体验知识图谱在学习中的应用，增强学生对个性

化学习路径的认同感和接受度。加强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

养，鼓励学生积极与同学和教师进行交流互动，共同解决学习中

遇到的问题，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总结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基于知识图谱的思政课程个性化学习路

径，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果。系统地阐述了知识图

谱的基本概念、技术原理以及其与思政课程个性化学习路径的紧

密关联。知识图谱作为一种强大的知识表示和组织工具，能够将

思政课程中繁杂的知识点以结构化、可视化的方式呈现，清晰地

展现知识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思政课程教学提供了全新的

视角和方法。通过构建思政课程知识图谱，打破了传统教学中知

识的碎片化状态，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思政课程的知识体

系，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二）研究展望

未来，知识图谱在思政课程个性化学习中的研究和应用具有

广阔的前景。在技术创新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知识图谱的构建和应用将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但在研究深化方

面，还要开展探索深度融合机制，加强学习行为心理研究，开展

跨学科等研究。为了实现这些研究目标，需要加强高校、科研机

构和教育企业之间的合作，整合各方资源，共同推进知识图谱在

思政课程个性化学习中的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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