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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ＯＢＥ模式的地方工科院校课程改革探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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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ＯＢＥ模式是一种基于成果为导向的教育模式。这一教育模式的理念适应了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有
利于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ＯＢＥ模式下的工程教育课程体系生成机制遵循“利益相关者导向”，单门课程目标与培养目
标有着紧密联系，注重知识、能力与素质的一体化，在课程评价中更关注对学生能力与素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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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ＯＢＥ）中文译为“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或是“以产出为本的教
育”。这一教育模式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美国兴起，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与民众对学校教育质
量提升的关注，尤其是在１９８３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布教育报告书———《国家处于危险中：教育改
革势在必行》后，人们开始关注学生在学校学到了什么以及学习效果如何。ＯＢＥ模式的理念适应了社
会，特别是企业界对人才的需求，即学生的技能与能力应以可观察的、可测量的以及可应用的模式呈

现［１］。此后，这一模式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南非、新西兰等国家也得到广泛运用。

ＯＢＥ模式在我国主要应用于工程教育中。２０１３年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的第２１个预备会员国，
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在全国推进。以ＯＢＥ理念推动工程教育改革，提高工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国内地方
工科院校广泛关注的焦点。

１　ＯＢＥ模式与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
ＯＢＥ模式是一种基于成果或产出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它首先关注的是学生在毕业时或毕业后一

段时间（一般为３～５年）应取得的学习成果是什么，然后通过一定的课程与教学计划确保学生达成这
些成果。在教育理论上主要传承了泰勒的“目标模式”课程编制原理以及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其中

掌握学习理论是构建ＯＢＥ模式的假设之一［２］。泰勒的“目标模式”在教育学界曾受到过质疑，如斯腾

豪斯提出的“过程模式”认为目标应该是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被修订的，而后现代主义的课程观更是认为

课程是“生成”的而不是预先设定的。同时，在教学实践中，也有教师认为ＯＢＥ模式中清楚明列所有学
习后的实质性成果并设计出客观明确的衡量标准的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特定步骤的人文学科、创意工业

等领域也许反而不妙［３］。

尽管ＯＢＥ模式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都受到过质疑，但是在工程教育领域中却取得了广泛的认同，
美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ＡＢＥＴ）就以ＯＢＥ理论指导开展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其主要原因在于 ＯＢＥ模
式的理念与操作方法与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在很多方面是不谋而合的。

１．１　ＯＢＥ模式的理念适应工程业界对人才的需求
地方工科院校所培养的工程应用型人才主要面向企业设计与生产一线。企业关注的是毕业生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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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知识的熟练掌握与灵活应用，关注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要求毕业生能够尽快适应岗位的需求。工程

教育对学生的知识、技能要求与艺术、文学类专业有所不同，基本上是“显性的”，也就是易观察与可测

量的。而ＯＢＥ模式正是突出强调要建立一套“易观察与可测量”的质量标准，如培养目标、毕业要求
等，同时还坚持“利益相关者导向”，使企业能够有机会参与到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建立与评价活动中。

因此，ＯＢＥ模式的理念切合了行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受到了工程界的欢迎。
１．２　ＯＢＥ模式有利于提高工程人才培养的质量

传统的工程教育也会制定人才培养目标，但是这些目标通常是含糊的，如“培养高端技能人才”“培

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等，这就使得教师和学生对于大学四年学习的最终目标并不清楚，教师只管备课

讲课，学生则专注于应付一门又一门的考试。ＯＢＥ模式要求教育一开始就必须聚焦于最终的成果，同
时还要求所有的课程体系、教学过程以及评价工作都以最终成果为基准来设计与实施，这就使得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能充分明确自己的目标，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哪些成就，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如此

一来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尽管ＯＢＥ模式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习成果，但是美国学者威廉姆·斯派迪（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ｐａｄｙ）也提出，
这一模式的开展必须要关注和组织教育系统中的每一件事，要在课程、教学、评估等一系列教育教学工

作中实施［４］。因此，在ＯＢＥ模式的开展过程中，课程改革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

２　ＯＢＥ模式的课程与传统工程教育课程对比
２．１　课程生成机制的转变

课程生成是指在一定的人才质量观指导下，为了实现一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依据一定的人才培养模

式，对课程体系的一种构造活动。课程生成机制则是高校课程生成活动正常运行的动力体系，是高校课

程生成的内在方式及其机理［５］。传统课程生成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教育管理部门、高校学科专家，而工

程业界对于课程生成的影响力极小。而在ＯＢＥ模式下，学校课程不仅要接受学科专家的意见，同时还
要受到用人单位、工程业界专家、毕业学生等的批判与评价，课程生成机制由“学科专家导向”转变为

“利益相关者导向”。

２．２　课程目标设计要求的转变
在传统教育模式中，课程设置是以学科为中心开展的，课程目标更多地倾向于使学生修习完课程后

能够完整地、系统地掌握本门学科的知识，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不同课程之间的相关性，也弱化了

单门课程与培养目标之间的关联性。在ＯＢＥ模式中强调教育者首先要考虑学生在毕业时应达到的目
标，然后以此为基准反向构建课程目标与选择课程内容。这种模式可以保证学生清楚地看到达到最终

成果的唯一路径，同时也有利于课程重心全部集中到有利于实现最终结果的实质性东西上［６］。

２．３　课程评价模式的转变
传统课程评价方式受“知识本位观”的影响是以知识获得多少为评价对象的，主要是以试卷考试为

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并不能通过这种考试方式体现。同时，传统的评价模式通过优、良、中、

差将学生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进行优劣比较。而 ＯＢＥ模式则以学生个人发展为中
心，强调学生能力的获得以及个人学习的进步，讲求能力导向以及多元评价。同时，ＯＢＥ模式认为所有
的学生都可以获得成功，只要给每一位学生提供适当的学习机会与充足的学习资源，他们都能获得学习

成功。

３　基于ＯＢＥ模式的工科院校课程改革思考
３．１　构建持续改进的课程生成体系

ＯＢＥ模式下的课程体系具有自我调整和更新的能力，课程体系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这种调整与更
新的动力不仅仅来源于学科内容的发展，更是学校教育适应市场多样化需求以及工程界发展需要所做

出的调整和变动结果，是多种“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的成果。因此，学校在论证课程体系时要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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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为基础，结合行业技术发展、社会需求、自身专业特色优势等多种因素，邀请学科专家、企业人员共

同参加。在每一届学生毕业后要做好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调研工作，根据反馈信息及时改进课程体系，

从而保证整个课程生成体系处于不断改进、持续更新的状态。

３．２　关注课程目标与培养目标的相互关联
ＯＢＥ模式的实施原则之一就是“自顶向下，反向设计”。斯派迪（１９９４）曾将产出成果由上而下划分

为若干等级：培养计划的长期目标、毕业成果、培养计划成果、课程成果、单元成果以及课堂成果，因此

ＯＢＥ模式是以社会需求引出培养目标，再从培养目标引出课程目标，依次类推。依据这一原则，教师在
设计课程目标时就要清楚明确地知道课程目标与培养目标、毕业要求有哪些内在关联，在学生达成最终

目标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因此，教师在准备课程的过程中，首先自己要了解该门课程在专业培养

计划中的作用以及在实现毕业要求方面所作的贡献，理清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关系，并帮助学生了解自己

修习完这门课程后能做什么、达成了哪些培养目标。通过这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可有助于将学生所学习

的课程有机地组织起来，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有效的知识结构，而不是课程知识的简单堆积。

３．３　生成知识、能力与素质一体化课程
在课程内容方面，ＯＢＥ教育模式更重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鼓励灵活运用书面知识以及参加实践

活动，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与素质全面发展。因此，教师在课程设计时要改革过去只注重对知识求全、

求深，忽视学生能力与素质发展的现象。课程内容要面向工程、面向实践，将知识、能力与素质统合考

虑。在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注重对学生进行科学思维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同

时在教学过程中关注与个人素质相关的能力协调发展，如自学能力、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

３．４　转变课程评价的目标与形式
在ＯＢＥ模式中，评价并不是用来对学生划分优、良、中、差的工具，而是检验学生是否达到了应具备

的毕业要求。同时，评价学生是否获得进步，并不单纯只是考察学生对书本知识的考核，还要考查学生

是否掌握了为未来工作获得成功而获取的能力以及达到的素质。因此，课程评价的目标应以培养目标

与毕业要求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评价标准，同时在评价中关注对学生能力与素质的考查。

参考文献：

［１］Ｓｈａｎｋｓ，Ｊｏｙｃｅ．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ｔｌａｎｔａ，１９９３：１２－１６．

［２］顾佩华，胡文龙，林鹏，等．基于“学习产出”（ＯＢＥ）的工程教育模式———汕头大学的实践与探索［Ｊ］．高等工程教育
研究，２０１４（１）：２７－３７．

［３］潘美兰．思思师语：结果
!

本教育［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２－２２）［２０１４－１０－２２］．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ｗｅｎｗｅｉｐｏ．ｃｏｍ／２０１２／０２／
２２／ＥＤ１２０２２２００２６．ｈｔｍ．

［４］祝怀新，毛红霞．南非“以结果为本的教育”课程模式探析［Ｊ］．外国教育研究，２００６（４）：３４－３８．
［５］彭波．大学课程生成机制的研究［Ｄ］．长沙：中南大学，２００３．
［６］姜波．ＯＢＥ：以结果为基础的教育［Ｊ］．外国教育研究，２００３（３）：３５－３７．

（责任校对　龙四清）

９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