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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视角下的《国际商务》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代　敏

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2000

摘　要：在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际商务专业面临传统教学模式单一、跨学科知识融合不足、教学内容滞

后等挑战。以《国际商务》课程为对象，构建动态知识图谱，推动教学数字化转型。通过分层解构课程知识体系（理论层、

政策层、实践层），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提取核心概念及关联关系，结合 Neo4j 图数据库实现可视化交互，并

嵌入多模态资源（案例、政策文本、视频）及动态更新机制。在教学应用中，教师端依托图谱生成智能教案、优化学习路径，

学生端通过交互平台实现个性化学习及虚拟仿真实践。研究表明，知识图谱为商科教育数字化提供创新范式，帮助培养复

合型国际商务人才，通过结构化整合资源，强化实践能力，动态适配行业需求，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和学生的系统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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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背景

国际商务专业以培养外向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为主，

外语水平高，国际视野开阔，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要专业之

一，在国际商务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商务类专业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今后的

发展前景将日益广阔。然而，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存在教学模

式单一、跨课程学科知识难以融合、课程学习内容难以实时

更新、AI 新技术难以在教学中应用以及学生难以形成系统

的知识等问题，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国际商务人才培养的需

要，为提高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加大教学模式改

革和创新力度，因此，当前我国的人工智能新技术还面临着

同时，作为当前国际商务专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推动“国

际商务”课程教学改革与发展，还需要加强教学模式的改革

与创新。

近年来，教育部及相关部门在《教育部 2021 年工作要

点》、《开展虚拟教研 2021.07 共享的教学资源库室试点建

设工作》、《中国智慧教育蓝皮书》中多次提到使用知识图

谱进行教学模式创新的倡议。高等教育的数字化、智能化发

展可以通过教育部实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通过

构建课程教学知识图谱来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所

以，在新背景要求下对大学《国际商务》这门课程的教学策

略开展适应性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基于此，本项目结合课

程知识图谱，探索创新“国际商务”课程教学模式，以期在

拔尖创新新型本科人才培育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国际商务课

程的作用。

2 《国际商务》教学基础

要构建国际商务课程教学知识图谱；一方面，要将课

程教学目标、教学知识点、知识点的类型、教学资源的种类、

教学方式、教学考核内容等紧密结合于教学应用环节加以梳

理；另一方面，通过对所建构的知识图谱进行梳理，最终将

课程教学内容的整体画像以知识地图的形式直观地体现出

来，从而对每个知识点、考核点的内容进行清晰的定位。最

后，构建的知识图谱，既要把《国际商务》课程的教学内容、

教学逻辑系统地、全面地展示出来，又要在课程教学内容的

掌握和运用上为学生打下较好的基础。

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构建教学知识图谱，需要教师在

备课的同时，以教学目标为基础，对《国际商务》课程教学

内容中的各知识点进行系统的梳理，明确各部分知识点的内

在逻辑关系，同时对相应的教学资源进行准备，从而达到这

一目的。并且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教师不仅要系统地归纳

总结传统课程教学的内容，而且要对教学研究的前沿有一个

很好的把握。尤其是针对国际商务课程，重点是全面了解近

几年发表的关于课程教学内容的论文，以及与国际商业相关

的企业案例，以备不时之需。

3 知识图谱在国际商务教学中的应用

3.1 知识图谱构建

研究基于《国际商务》课程知识体系，系统解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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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并构建动态知识图谱。例如，以“国际贸易理论”为核

心节点，向下延伸“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等子

节点，并通过“对比”“补充”等关系连接，同时关联“WTO

规则”“区域贸易协定（如 RCEP）”等政策节点，形成理论—

政策—实践的多维网络。节点属性嵌入多模态资源，如“跨

国公司本土化战略”节点可链接华为进入欧洲市场的案例分

析视频、相关学术论文及近年欧盟反垄断政策文本。在技术

实现上，采用 BERT 模型等自然语言处理 (NLP) 工具，通过 

Protege 构建本体模型，导入 NEO4J 图数据库，结合专家人

工校验，自动提取教材章节中的关键术语和关系，实现可视

化交互。动态更新机制可实时纳入最新案例，如 2023 年“一

带一路”绿色贸易倡议对供应链的影响，确保图谱与行业发

展同步。

3.2 知识图谱应用

在教学场景中，课程设计和学习过程中都深度融入了

知识图谱。在教师端和学生端都会有不一样的应用。

在教师端，一是智能教案设计。例如，教师在讲解“关

税与非关税壁垒”时，系统自动推荐关联知识点——“中美

贸易战案例”“WTO 争端解决机制”，并生成包含图表、

政策原文及模拟谈判任务的教学方案。二是学习路径优化。

通过图谱分析发现学生在“国际金融汇率风险”模块的答题

错误率较高，教师可插入“外汇期货套期保值”互动模拟工

具，并推送相关微课视频。

在学生端，一是交互式学习平台。学生点击“全球供

应链”节点后，平台自动展示苹果公司供应链分布图、疫情

导致的芯片短缺案例，并跳转至“供应链韧性建设”理论分

支，辅以选择题巩固知识点。二是虚拟仿真实践。在“跨国

并购”教学中，学生以图谱中的决策树 ( 如“文化冲突—整

合策略—成功率分析”) 为基础，分组模拟吉利收购沃尔沃

的谈判进程，对并购风险评估结果进行系统实时反馈。三是

个性化推荐。针对计划从事跨境电商的学生，平台优先推送

“数字贸易规则”“亚马逊平台运营合规”等技能节点，并

关联阿里巴巴国际站实战案例分析。

3.3 教学效果评估

多维度考查验证知识图谱教学价值。第一，量化对比。

《国际贸易实务案例分析题：实验组平均成绩 ( 使用图谱 )

与对照组平均成绩 ( 传统教学 )( 实验组 82.5VS)》在一个学

期的教学中差异明显。 对照组 73.2），且实验组在“跨知

识点综合应用”题型中表现更优。第二，行为分析。学习日

志显示，学生平均每日跨节点跳转次数达 15 次，其中“国

际商法—跨境电商合规”成为高频路径，表明跨学科关联学

习活跃。第三，质性反馈。问卷调查中，87% 的学生认为“图

谱帮助理清知识脉络”，典型访谈中，一名学生提到：“通

过‘文化差异’节点链接到星巴克日本本土化案例，我理解

了霍夫斯泰德理论的实际应用。”第四，长期追踪。对毕业

生的回访发现，接受图谱教学的学生在职场中更擅长快速整

合复杂信息，例如一名外贸经理利用图谱思维梳理“RCEP

原产地规则”并制定东南亚市场拓展方案。基于评估结果，

持续迭代图谱内容（如新增“人工智能与国际贸易”分支）

与功能（如嵌入 ChatGPT 问答插件），推动教学闭环优化。

4 在关键问题和国际商务课程中运用知识图谱的解题

方法

在将知识图谱应用到《国际商务》的教学过程中，主

要存在的关键问题有对于知识图谱的建构、技术实现和工具

的选取以及跨学科整合难等。

4.1 知识图谱的解构与建模

首先，通过知识体系分层。将课程内容划分为“理论

层”（如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政策层”（如

WTO 规则、区域贸易协定）、“实践层”（如跨国公司战略、

跨境并购案例）三大模块，明确层级关系。其次，定义节点

与关系。例如“比较优势理论”节点，关联属性包括“提出

者（大卫·李嘉图）”“适用场景（初级产品贸易）”“局

限性（忽略动态技术变化）”。例如“比较优势理论”与“要

素禀赋理论”通过“对比”关系连接，并标注“互补性分析”

说明。另外，还可以嵌入文本、视频、案例库链接。例如“反

倾销政策”节点链接欧盟对华光伏产品反倾销案判决书、相

关新闻视频及学术分析报告。

4.2 技术实现与工具选择

课程中主要选择的技术有半自动化构建、可视化工具

和动态更新机制。其中，半自动化构建是指利用 NLP 工具

（如 Stanford CoreNLP）从教材中提取术语与关系，结合专

家人工校验，解决知识抽取中的歧义问题（如“全球化”在

不同语境下的多义性）。而可视化工具是使用 Neo4j 图数据

库展示知识网络，支持交互式查询（如搜索“跨国公司”时，

显示其与“文化冲突”“本地化战略”的关联路径）。平时

的动态更新机制是通过设置“行业动态”子图谱，定期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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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新闻（如 Reuters 数据库），通过关键词匹配关联

现有节点。例如，“数字贸易”节点自动关联到 2023 年数

字经济伙伴协定 (DEPA) 的内容。

4.3 跨学科整合难点

例如，“国际商法”与“跨文化管理”的关联设计：

通过“法律冲突案例”节点 ( 如迪士尼巴黎乐园劳工法争

议 ) 将两个学科的知识联系起来，并标注“文化维度理论

(Hofstade)”对法律适应策略的影响 (Hovst).( 完 )

5 结论与启示

通过知识图谱视角下的《国际商务》课程教学模式探

索，解决以上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提高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

质量。

首先是授课模式上的创新。从本质上来讲，知识图谱

是以形象直观可视化的显著特征，是一种网络图形，能全方

面展现课程知识及教学逻辑。《国际商务》以知识图谱为基

础，对知识点进行分类管理、分析归纳，将课程内容通过概

念和相互间的关系加以整合，使学生的系统思维得到提高。

第二，提高教学效率。第一，梳理知识体系：将国际商

务课程中的知识点梳理成一个结构化的、系统的知识网络，

这是知识图谱所能做到的。这对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

掌握知识间的联系，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有很大的帮助，同

时也有利于学生在学习中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二是辅助教

学：教师可以将课程内容的逻辑结构、重点知识点通过图谱

的方式，运用知识图谱进行辅助教学。这有利于学生对课程

内容有较好的理解，学习效率也会得到提高；3、个性化授

课：知识图谱能体现学生学习进度，并能很好地掌握学生的

特点，对教师的个别授课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教师调整教

学策略，针对学生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辅导，使教学

效果不断提高；四是整合资源：知识图谱能将包括教材、案

例、资料等在内的各种教学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知

识库。这样可以帮助同学们更好的利用各种资源，使自己的

学习效果更好的提高；五是考核反馈：通过对学生学习路径、

知识掌握情况的分析，可以用知识图谱来考核学生的学习效

果，给老师以反馈和意见。这对于教师适时调整教学策略，

增强教学实效，都会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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