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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助力《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精准的教与学
耿慧 司春景通讯作者 劳东青通讯作者

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新疆，843300；

摘要：知识图谱是智慧教育中的关键 AI 技术，广泛应用于知识展示、学习者建模、智能问答及个性化教学等多

个领域。针对《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特点以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积极性和参与度的问题，本文通过构建

知识图谱并开发相应的可视化查询系统，提出了一种详细的教学设计方案及其应用案例。通过合理地组织课程内

容并结合知识图谱，学生能够在思维中建立起更为清晰的知识结构，显著提升他们的学习信心、兴趣和主动性，

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和效率。此外，知识图谱还为学生提供了优质的学习资源，展现出其在教学中的良好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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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为推动教育现代化并

促进建设教育强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于 2010年提出了“加快智慧教育

发展，构建学习型社会，打造智慧教育环境”的核心理

念
[1]
。此外，2018 年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进一步强调，应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

术为基础，积极推动智慧教育的创新研究与示范
[2]
。智

慧教育作为一种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创新教学模式，在

推动教育现代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促进了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知识图

谱，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过程中展现

出了广泛的应用潜力，包括知识库的建设、学习者画像

的生成以及精准推荐等功能。

目前，诸如 eduKg.org、百度 K-12教育知识图谱、

唐诗别苑以及美国在线教育平台Knewton等多个教育知

识图谱产品，已经在课堂教学和个性化学习中产生了显

著影响。针对这一领域，许多教育学者对知识图谱的模

型设计、构建案例以及应用场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与研究。举例来说，Chung 等人
[3]
基于课程本体、教

学大纲本体和主体本体构建了一个 E-learning 支持系

统，从而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成果。Zouri 等人
[4]
则

提出了一种本体驱动的高等教育课程地图绘制方法，重

点创建支持有效知识表示和共享重用的核心课程本体。

曾先慧
[5]
通过顺序关系、包含关系和相关关系对知识点

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类，推动了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

深度融合。此外，李艳燕等人
[6]
研究了学科知识图谱与

智慧教育的契合度，并深入分析了学科知识图谱的构建

方式及其六大应用场景。2019 年，许斌
[7]
将知识图谱引

入基础教育领域的知识表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智慧教

育的发展。同时，崔京菁等人
[8]
基于知识图谱设计了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并通过实际课程案例验证了其优良的

学习效果。

1《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知识图谱构建

基于实体与关系的获取方式，本文采用了一种自顶

向下的半自动构建方法来完成课程知识图谱的建立。这

一方法融合了人工监督和深度学习技术，以确保知识图

谱的准确性和高效性。通过人工监督，能够对构建过程

进行指导和纠正，从而提高了实体和关系的准确率。而

深度学习技术则能够在保证准确性的同时提高构建效

率，使得知识图谱的建立更加迅速和可靠。这一方法的

采用不仅有助于提高课程知识图谱的质量，也为未来类

似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1 数据采集处理

本研究以《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电子教材为主

要数据来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为了确保数据来

源的多样性和全面性，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知识的涵盖范

围，增加了教案、教学 PPT、实验报告、MOOC 平台的相

关课件以及百度百科等内容，从而建立了一个全面的《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数据集。通过对这些数据源的深入

分析、收集与清洗，确保了数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为

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课程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是课程知识图谱构建的首要环节，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在这一过程中，需从多个角度全面获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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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相关知识点。具体而言，知识获取主要涉及课程知

识点实体识别、知识点属性抽取和知识点间关系抽取三

个方面。本研究结合深度学习模型与人工处理方法，处

理了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从文本语料中

提取了课程知识点的实体、关系和属性等信息，最终形

成了完整的知识点三元组。这一丰富多样的知识获取过

程为课程知识图谱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学习者

提供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知识支持。

1.3 知识融合存储

在构建《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知识图谱时，需要

对收集到的实体、关系和属性进行审核和筛选，以剔除

重复和错误的信息。这个步骤被称为知识融合，其目的

是确保知识图谱的精确性和完整性。只有在完成知识融

合后，数据才能被存储到图数据库中，从而生成一个初

步完善的知识图谱。由于本文所用数据主要为非结构化

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为了更有效地处理这些数据并提

高系统的性能，我们选择了将知识融合操作集成到 Neo

4j 图数据库中。在这一过程中，本文采用了实体消歧
[9]

和共指消解[10]等方法。

1.4 知识加工更新

本研究将构建的《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知识图谱

提交给信息工程学院的 8位教师，这些教师具有相关课

程授课经验。他们从多个角度对知识图谱进行了全面的

评估，包括课程要求、课堂应用的频率、学生在学习中

的难点以及课程之间的关联性。在一个学期的试用过程

中，教师们提出了若干改进意见，建议在某些知识单元、

知识集和知识点的“实验资源”属性中，添加指向中国

大学慕课相关视频的超链接。这项更新有助于丰富学生

的学习资源，使他们更便捷地获取相关的实践资料。其

次，针对某些实体的“试题练习”属性，教师们建议增

加中国大学慕课中“测试与作业”的超链接。这样的更

新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练习和测试，提升他们的学

习效果。最后，教师们对部分知识点和关系进行了校正

和修改，以确保知识图谱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经过这些

更新，知识图谱中的知识点数量达到了 1265 个，关系

数量达到了2200 组。

2 基于课程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查询系统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知识图谱可视化查询系统

的设计包括用户管理、知识图谱展示、查询和修改等功

能。用户管理模块支持不同身份用户的登录和权限管理，

确保系统安全可控。知识图谱展示模块呈现了课程知识

图谱的整体结构和详细信息，帮助用户全面了解课程内

容。查询功能允许用户根据需求快速检索特定知识点或

关系，提供定制化的查询体验。知识图谱修改模块则为

教师提供了更新和维护知识图谱的工具，确保知识体系

的及时更新和管理。通过这些功能，系统为用户提供了

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为课程教学和学习提供了有力支

持。

2.1 用户管理模块

用户管理模块是系统的核心部分，旨在实现登录验

证功能。根据用户的身份，系统在登录后会显示不同的

界面和功能，依据其权限进行相应的操作。例如，教师

登录后，可以进行课程知识图谱的添加、删除、修改和

查询等管理操作；而学习者则主要在知识图谱的展示与

查询模块中进行学习活动。这种身份区分和权限设置有

助于确保系统功能的合理使用，提高了用户体验的个性

化和专业性。

2.2 课程知识图谱展示模块

课程知识图谱展示模块包含两个核心部分，旨在帮

助学习者全面理解并有效利用课程知识图谱。首先是整

体展示部分，涵盖知识框架、章节内容和课程之间的关

系。学习者可以从这三个维度全面了解《C语言程序设

计》课程的结构，有助于构建个人的知识体系。接下来

是知识图谱内容的详细展示，学习者可以通过搜索框输

入相关的知识点名称，迅速定位到对应的知识节点。在

右侧的“知识点信息”区域，学习者可以查看该知识点

的具体属性。此外，点击下方的“查询关系”按钮，学

习者还可以了解各知识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他们建

立课程内部结构框架具有重要价值。结合这些功能，学

习者能够更直观地探索和掌握课程知识图谱，从而提升

学习效果。

2.3 课程知识图谱查询模块

课程知识图谱查询模块为学习者提供了简便的知

识点查询与展示功能。学习者只需在搜索框中输入感兴

趣的知识点名称，系统便会从 Neo4j图数据库中进行检

索，并呈现相关的知识点信息。同时，学习者还可以利

用高级搜索功能，指定起始知识点、终止知识点和关系，

从而精确查询知识图谱中的各种联系。该设计旨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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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更全面地掌握课程内容，提高学习效率。

2.4 课程知识图谱修改模块

教师登录知识图谱可视化查询系统后，可以进入知

识图谱修改模块，该模块包含两个核心部分，旨在为知

识图谱管理提供高效支持。首先，教师可以利用搜索栏

查找特定的知识点，并在右侧的操作面板中选择“编辑”

或“删除”来修改或移除知识点。此外，该模块还支持

“导入数据”、“导出数据”和“添加知识点”等功能，

使教师能够灵活地管理课程内容。其次，教师还可以修

改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操作界面和步骤与知识点的修改

类似，使得知识图谱的管理和更新更加便捷。

3 课程知识图谱可视化查询系统的应用

3.1 教学设计方案

该教学设计方案的价值在于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

需求，并为他们量身定制了教学活动，提供个性化的学

习内容，符合智慧教育中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通过

这一方案，学生能够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从而

提升学习效果和体验。此外，该方案还注重培养学生利

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问题分析和解决的能力，同时增强

独立思考与团队合作的意识。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探索

与合作，学生不仅能够提升学习效率，还能增强综合运

用知识的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教学应用案例

在上述课程知识图谱教学设计方案的基础上，本文

以《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中的“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模块为具体案例，进行详细的教学设计。

（1）教学对象与学情分析

根据本课程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学习背景，教学的核

心内容之一是“选择结构程序设计”，并将重点放在这

一部分。教学对象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大一学生，

他们在逻辑思维能力方面已有较大提升。学生们此前已

学习过《大学计算机基础》等基础课程，掌握了“高级

程序设计语言、程序编译、计算思维、算法分析与设计”

等前期知识，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程内容选自谭浩强教授主编的《C语言程序设

计（第五版）》教材，目的是帮助学生深入理解 C语言

中的选择结构程序设计。学生将在课程知识图谱可视化

查询系统中进行信息检索，查找与“选择”或“if-els

e”相关的知识点、扩展资源、课后习题和实验资料等。

（3）三维教学目标分析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涉及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多个方面，旨在全面提升学生

的能力和综合素养。

（4）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难点的准确定义是确保课程进展的关键，只

有明确这些内容，才能有效推动课堂高效进行。

（5）开展具体教学过程

在课堂上，教师对每个学生的思维导图进行详细分

析，并根据布鲁姆认知领域的六个层次，将学生分配到

不同的小组。那些仅掌握了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的

学生被划分到基础组，而那些已经理解了 if 语句的多

种形式，包括 if-else 语句、if-else if-else 语句以

及嵌套 if 语句的使用方法的学生则被分到应用组。而

那些掌握了实验内容，能够在 Dev-C++编译器上完成“综

合应用”的学生则被划分到创新组。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构建《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知识图谱并

设计可视化查询系统，旨在深化师生的智慧教育理念，

为学习者提供更具个性化和精准化的教学服务。该系统

不仅为学生提供了直观、便捷的学习工具，也为教师提

供了更多可能性和挑战，促进了师生之间的深入互动与

合作。这一教学模式的实施不仅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更

多可能性，也为教师的教学实践带来了新的启示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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