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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双高”专业群的课程整体建设能够帮助教学

工作者更好地对教学资源进行组织，全面了解学生的学

习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开展教学。对于学生而言，

了解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的总体情况，有助于分析自

己学习过程中的不足 [1]，并自主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随着知识图谱技术的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教学团

队尝试将专业群的课程建设过程与知识图谱技术结合起

来，从而建设以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为特色的教学资

源。

本文以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

群的课程体系建设数据为例，探讨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

系的知识图谱构建方法。

1    背景知识

1.1    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能够描述、组织和存储知识。它所专注的

重点是语义范畴的知识，是人类语言中所涉及的概念、

实体、属性、概念之间及实体之间的关系 [2]。脱离谷歌

公司的限制，知识图谱泛指通过形式化描述当前通用语

义知识，形成的人类知识系统。

知识图谱是在本体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体

包括概念（实体所属的类）、属性（实体之间的关系映射）

及概念之间的关系 [2]。举例来说，本体就是定义了类的

上下位关系、包含关系及类所具有的属性，可以对知识

结构进行描述，形成的具体事例数据必须满足约定的知

识框架，即元知识。知识图谱是由知识框架和实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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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构成的。实体数据必须满足框架所规定的条件。

1.2    知识图谱构建
实际应用中，构建知识图谱的数据源的规模、结构

化程度和质量决定了图谱的构建方式 [3]。一般而言，如

果数据源的结构化程度高，对知识图谱构建质量要求高，

则可采用自顶向下的构建方法；但如果数据源结构化程

度低、规模大，且允许知识图谱存在一定的数据缺失或

错误，则可采用自底向上的构建方法。

在国内，知识图谱构建技术也已经进入到实用阶

段。例如，张德政等 [4] 通过医学专家参与指导，运用

中医教材为主要知识源构建中医本体，并根据本体与

知识图谱匹配机制来构建知识图谱；王晓云等 [5] 以权威

的国防科技文献元数据为素材，确定国防科技活动中

实体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填充实体构建出国

防科技知识图谱。

1.3    课程知识图谱
对于课程知识图谱，现有研究已经逐渐从通过课程

知识图谱开展教学改革的讨论 [6]，以及如何构建课程知

识本体 [7] 等方面，逐步聚焦到对单门课程的知识图谱构

建方面来了。例如，菊花等 [8] 通过“现代教育技术”课

程领域知识图普的相关案例，探索了“现代教育技术”

课程领域知识图普应用方式；熊晓芸等 [9] 运用问题驱动，

构建操作系统课程的知识图谱，将知识与问题关联，培

养解决问题支撑能力，全面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谢榕

等 [10] 从教学大纲、教材和网络资源入手进行知识点提

取、知识点属性设计、知识点关联以及多模态知识图谱

可视化。基于上述分析发现，当前鲜有从专业群的视角

出发，构建面向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的知识图谱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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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本文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2    “双高”建设下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的知识图
谱构建

2.1    构建流程
构建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的知识图谱流程，如图

1 所示：首先，构建面向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的高层

核心知识，即本体；然后，对获取的数据进行预处理，

这些数据是根据知识框架（本体）获取的，并且具有多

源异构的特点；接着，根据具体的专业群场景，如本文

涉及的“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群”，从数据中抽取实体

和关系等知识；最后，将其存入图结构的数据库中，形

成知识图谱。

2.2    关键技术

2.2.1    本体构建

本体的构建往往根据各自领域的不同而不同，由于

面向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的领域性极强，本文采

用的是人工构建本体的方法，利用 protégé 建模工具，

如图 2 所示。

2.2.2    知识抽取

知识抽取是指抽取多源异构的数据中的信息，包括

抽取实体、关系和属性，常用的抽取方法包括爬虫法、

专家法、机器学习方法和众包法等。由于专业群模块化

课程体系建设的专业性强，要求知识权威性高、准确性

高，因此，本文涉及的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群模块化课

程体系知识的主要来源于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

群建设数据库。本文采用专家法为主的抽取方法，在专

家的指导下，从多源数据中手工抽取出相应的实体、关

系和属性，如图 3 所示。

3    知识图谱构建实例

针对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群

图 1    知识图谱构建流程

图 2    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高层核心模式（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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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课程体系，运用自顶而下的手工建模方法来构建

知识图谱。首先，分析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场景抽取

实体和关系，构建本体模型；然后，对数据资源进行知

识抽取与知识融合，从而形成知识图谱，存入知识库。

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知识图谱的部分

结构如图 4 所示。

4    结语

总体而言，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提出了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高层核心知识模

式（本体），为构建专业群模块化课

程体系的知识图谱提供了指导和依

据；

（2）设计了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

系知识图谱构建框架，并基于此框架，

构建了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群模块化

课程体系的知识图谱；

（3）实现了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

群模块化课程体系知识检索机制，并

展现了检索结果，通过检索实例证明

了有效性。

通过探究，本文构建了一个专业

群模块化课程体系的知识图谱，并以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动车组检修技

术专业群为例，展示了本文构建图谱

的方法是合理的、有效的。

在未来的工作中，计划从以下方图 3    知识抽取示意图

图 4    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知识图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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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展开进一步的工作：

（1）以本文提出的构建方法为核心，对除动车组检

修之外的专业群也进行课程知识图谱的构建，以改进本

文所提的方法，增强图谱构建方法的鲁棒性；

（2）在知识抽取阶段，引入机器学习相关的算法，

在确保准确性的前提下，提高知识抽取过程的自动化程

度，减少人工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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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和资料，探究教学中的问题和问题原因，并

提出纠正问题的建议，以促进教学质量和提高学生学

习水平，从而保障课程质量。

2    结语

一体两翼新工科机械制造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结合新

工科专业特色和发展趋向，依托于机械类专业人才培

养需求和中职学生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制定，主要包

含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及要求、实习实训、

教学进程安排、教学方法、学习评价和质量管理，培

养具有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

型工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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