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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知识图谱课程建设标准 

知识图谱课程是利用知识图谱技术立体化组织资源的一类

数字课程。知识图谱是以知识点为基本单元组织教学资源，再将

知识点按照特定教学体系展开的知识导航形式。知识图谱课程通

过构建和应用知识图谱，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全部教学知识点以及

知识点间的各种重要关系，形成一张完整的知识网络，为学生提

供更加全面、深入的学习体验。 

根据教育数字化转型建设需要，规范数字化课程建设中的涉

及知识图谱的技术标准，提高知识图谱课程建设的质量和运行效

果，为进一步建设智慧课程打下坚实基础，特制定本标准。 

一、总体要求 

1.知识图谱课程作为一类数字课程，应符合国家教育信息化

的相关标准和规范，确保课程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课程网站具

有良好的用户体验和交互性，方便学生使用和交流互动。 

2.课程应建立完整的教学结构、课程资源、教学活动支撑及

评价体系，其设计和建设应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的认知特点，

注重知识的准确性、系统性和连贯性，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认

知特点，设计符合学生需求的学习路径和学习活动。 

3.数字化课程中的资源应包括但不限于教学大纲、教学课件、

教学视频、试题库、案例库等。资源应分类清晰，易于检索和使

用，方便教师和学生进行互动和交流。 

二、功能定义 

1.课程资源，包含视频、资料、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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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模块，是课程知识体系集合，通常一门课包含多个知

识模块（如图 1），可以按照教学内容、教材划分。按教材通常

是章节的集合，或按教材重构则形成多个自定义的知识模块。 

 

图 1 一门课包含多个知识模块 

3.知识单元，是知识模块内容的细分，通常一个知识模块包

含多个知识单元。 

4.知识点，是教师定义最小的学习单元，按讲授时长来区分

为 10~20 分钟。 

5.关系，分为前后置关系和关联关系 

（1）前后置关系，具有明确的先后顺序，学了 A 知识点才

能再学的了 B 知识点，那么 B 就是 A 的后置知识点； 

（2）关联关系，没有先后顺序，平级（可能递进、矛盾等

关系情况）。 

6.标签，分为基本标签、认知维度、知识分类、教学目标（如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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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标签设置 

（1）基本标签：根据知识点客观和教学设计，包含重点、

难点、考点、课程思政和自定义标签； 

（2）认知维度：根据美国教育学家布鲁姆对认知层次，可

以划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 

（3）知识分类：根据美国教育学家布鲁姆知识分类，可分

为事实性、概念性、程序性、元认知。 

（4）教学目标：是对教学活动预期结果的标准和要求的规

定或设想，是教师完成教学任务所要达到的要求和标准。 

7.知识图谱（知识点网图），采用网状放射型结构表达知识

点层次和结构关系。应该具备知识模块-知识单元-知识点结构

（如图 3）。应具备知识点前后置关系、关联关系（如图 4）。

应具备知识点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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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知识模块-知识单元-知识点结构 

 

图 4 知识点前后置关系、关联关系 

8.问题/能力图谱，用于诊断学习问题的工具，它将学习问题

分成不同的标准和层次，帮助学习者识别和解决具体的学习障碍。

通常用于工程问题、应用问题/能力、复杂知识点、知识导学。应

具备三级问题结构，或形成问题链（如图 5）。单个问题上应具

备标题、描述、自定义标签、知识点引用（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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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级问题结构，或形成问题链 

 

图 6 单个问题上应具备标题、描述、自定义标签、知识点引用 

9.目标图谱，用于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以及与知识点的关

系，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执行目标。应具备课程目标管理池（如

图 7）。应具备为班级设定教学目标和设定目标下知识点的功能

（如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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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课程目标管理池 

 

图 8 为班级设定教学目标和设定目标下知识点 

三、知识图谱建设要求 

1.知识点数量，应有明确的知识边界，不应盲目扩展脱离课

程目标和内容。知识点设计需形成知识模块、知识单元、知识点。

知识点的颗粒度以知识点内容完整、独立为前提，避免过于细碎，

不利于教学。每 16 学时 32~64 个知识，根据实际课程类型和教

学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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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资源挂载，通常知识模块不挂载课程资源，标签和关

系可选；知识单元不挂载课程资源，标签和关系可选；知识点应

该挂载课程资源，设置标签和关系（如图 9）。 

 

图 9 完整的知识点建设 

知识点的详细建设要求如下： 

（1）课程资源-视频：视频可以整体、切分后挂载到知识点，

实际覆盖率根据课程视频时长而定； 

（2）课程资源-资料：包含教材、PPT、扩展资料，应该分

段挂载到知识点，实际覆盖率根据课程资料数量而定； 

（3）课程资源-习题：知识点设定为重点、难点、考点的情

况，必须挂在习题，且习题数量不少于 5 道（实验报告、简答题

除外），题型根据教师教学需要而定； 

（4）关系-前后置关系：非文科类其他学科课程知识点之间

关联不低于知识点数量的 5%、不高于 10%； 

（5）关系-关联关系：同上； 

（6）标签-基本标签：根据实际情况设定重点、难点、考点、

课程思政，或自定义标签。标签覆盖率至少达到 30%； 



 第 8 页 共 9 页 

（7）标签-认知维度：根据认知维度类型设定，标签覆盖率

至少达到 80%； 

（8）标签-知识分类：根据知识分类类型设定，标签覆盖率

至少达到 80%； 

（9）标签-教学目标：根据教学活动预期结果设定，标签覆

盖率至少达到 50%（含知识模块、知识单元、知识点）。 

3.课程资源总体挂载率，将整个图谱节点数量进行筛选，知

识点数量通常占到图谱节点的 65%。按平台统计公式，资源覆盖

率至少达到 65%（如图 10）。 

 

图 10 资源覆盖率至少达到 65% 

4.问题图谱，作为课程图谱可选项，需结合教学设计 PBL 教

学法，形成项目类、应用类、知识类的问题和问题链，问题链由

两至三组问题组组成；建立基于问题支线进行知识串联，形成单

一问题组、或组合问题组；问题中知识点的应用率达到至少达到

30%（如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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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问题中知识点的应用率达到至少达到 30% 

5.目标图谱，作为课程图谱可选项，专业图谱必选项，需设

定本课程的目标项，在不同的班级中引用不同的培养目标项；每

个目标项中的知识点根据班级情况引用，形成差异化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