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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国际贸易实务》
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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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参考已有的教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在《国际贸易实务》课堂教学中运用“知识图谱 + 混合式”的教学模式，结合目前教学

中的现存问题，从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实施成效方面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实务》课堂教学中采用基

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有助于推动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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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为例，将知识图谱的建构思想

与混合式教学模式相结合，通过整合该课程的教学理论与教学资

源，构建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并探讨该教学模式的

应用效果，以期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提升学习效果，

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同时，帮助教师与时俱进，改进教学方法与

手段，提升教学水平，解决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预设教学效果与

实际教学效果之间的矛盾，实现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的深度学习的目的。

一、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国际贸易实务》课

堂教学中的设计

《国际贸易实务》课堂教学中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主要包括线上和线下两部分的设计，整体是“问题导向，教师

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教学模式，通过借助 Neo4j 系统与

Netdraw 软件进行知识图谱的绘制与运用，融合线上线下，进行《国

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内容的整合、讲解与教学效果分析。其中，

线上教学模式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图谱的构建方法，基于《国际贸

易实务》课程标准、大纲等，整合各种教学资源，制作教学视频，

促使学生独立完成线上学习，并于课堂教学、随堂观察、教学测试、

分析与评价、教学改进等主要环节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以促进

线上教学效果的提升；线下教学模式主要是运用知识图谱的分析

方法进行《国际贸易实务》教学内容的设计，制作教学课件和教

学方案，并于线下教学活动结束后，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在“问

题导向 + 教师监督 + 技术应用”的教学环境下，通过《国际贸易

实务》课程理论与技术、教学过程、方法与策略及教学结果的相

互影响，提升教学结果的有效性与满意度。

以《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第三篇“货物的交付”为例，在

教学中采用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的具体实施过

程中如下：

1. 上传“货物交付”篇相关学习资料，监督学生进行线上学

习

根据学生学情分析结果，在课堂派平台上传“货物交付”篇

的教学方案、教学视频及课件设计等，并且把教学内容与知识图

谱进行联结，通过课堂教学、随堂观察、教学测试、分析与评价、

教学改进等环节，掌握学生预习情况，为线下教学打下基础。

2. 线下通过知识图谱引进新课——货物的交付

通过课前学生学习情况，让学生回答以下两个主要问题“货

物交付篇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及“货物交付篇哪些关键词与其他

关键词的联系更加紧密”，并收集学生答案，使用 Neo4j 系统与

Netdraw 软件绘制该篇的整体知识图谱，整体知识图谱见图 1。在

该知识图谱中，关键词对应的节点越大，连线越密集，就表示该

关键词越重要。教师通过该知识图谱的绘制与讲解，可以让学生

一目了然地看出本篇的重点内容及各内容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学

生从整体上把握该篇内容，进行系统性学习。可见，在该课程的“货

物交付”篇中，学生通过课前学习发现最重要的关键词主要有：

保险金额、保险实务、集装箱运输、管道运输、装运地、交货时间、

交货地点等，这与《国际贸易实务》的课程大纲及历年考题相符，

这表明学生线上学习效果整体较显著，对基本知识已经有了大体

了解。

图 1 “货物交付”篇的整体知识图谱

3. 对知识图谱中涉及的内容进行重点讲解

图 1 展示了“货物交付”篇的重点内容有：交货时间与交货

地点，这与该篇的第一节内容“交货时间和地点”相吻合，接着对“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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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时间和地点”章节进行具体讲解，并于讲解结束后，让学生根

据学习情况，绘制个体知识图谱。

4. 学生个体知识图谱的课堂展示

让学生根据自身学习情况，绘制个体知识图谱并进行课堂展

示，以对所学内容进行巩固与强化，这有助于学生掌握信息化学

习工具，培养系统性思维的能力，也有助于日后本节内容复习，

同时，为其他学科的学习提供帮助与借鉴。依据学生绘制的“交

货时间与地点”章节的知识图谱，可以看出学生认为该章节的主

要内容为：交货期、交货地点、装运期、分批装运等，这与教学

大纲中该章节的重点内容吻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是对

学生学习成果的检验。

5. 教学分析与评价

教师根据课程内容及课堂教学情况制定《国际贸易实务》课

程的教学分析与评价表，该表主要对学生学习内容的掌握情况、

知识图谱的绘制情况、教师随堂测评、开放性问题回答及学生小

组合作等情况进行评价。其中，教学评价主要通过学生自评、学

生互评与教师评价三部分来体现，所占权重分别为 40%、40% 与

20%，充分体现以“问题导向，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设

计思想，学生学习内容掌握情况通过随堂测试及开放性回答成绩

来体现，学生重点内容掌握情况与知识图谱使用的情况通过其他

相关标准来体现。

二、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国际贸易实务》课堂

教学中的实施成效

《国际贸易实务》课堂教学中采用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实施成效是建立在基于学生体验的课程教学效果评价基础

上，最重要的四方面是基本能力、学习收获、学习末成绩及总体

效果。以下数据源自所调查的 175 名学生对该课程的评价。

（一）学生基本能力提升分析

学生基本能力整体显著提升，认为实践能力、专业知识面、

思维方式、学习能力、沟通表达能力、自信心有所提升的学生占

比分别为 85.71%、88.57%、97.14%、85.71%、74.29%、65.71%，

这表明该课程中采用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助于提升

学生的基本能力。

（二）学生学习收获分析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采用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进教学，在学生学习收获方面，80% 的学生认为收获很大，

14.29% 的学生认为有一定收获，只有 5.71% 的学生认为收获很少，

没有学生认为无收获及不知道。可见，整体来看，该课程中采用

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给学生带来很大收获。

（三）学习成绩分析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采用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中学生“期末成绩”分布中，5.71% 的学生成绩优秀，65.71%

的学生成绩良好，25.71% 的学生成绩中等，无不及格的学生，可见，

该门课程学生整体成绩良好，该课程中采用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学生取得了满意的教学成绩。

（四）总体效果分析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采用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总体效果”方面 2 个核心指标的数据情况中，94.29% 的学生

认为该课程有价值，仅有 5.71% 的学生认为该课程无价值；对课

程教学满意及很满意的学生占比为 94.28%。可见该课程中采用基

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总体教学效果良好。

三、结语

 以一言蔽之，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针对《国际贸易

实务》课堂教学中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研究，探

索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应用，基本完成了教

学过程的设计、开发、利用与评价等环节，并且通过对教学效果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该教学模式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

取得了较显著的教学成效，这对日后将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推广应用到教育教学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此外，

虽然基于知识图谱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尚存在技术支

持、教师数据素养、教学设计与评价等方面的问题，但该模式体

现了泛在教学与学习环境下教师教学方式与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将来有可能成为信息化技术与教育教学领域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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