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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OBE教育理念为指导的《机械工程控制基础》的课程改革，契合了社会对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需求的

定位，保证了学生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顺利达成。课程改革由“明确教育理念，设计教学目标”、“重

构教学内容，建设优质资源”、“创新教学方式，激发课堂活力”、“改革考核方式，注重多元评价”

以及“完善评价体系，借助信息技术”五个环节组成，实现了良性持续改进的机制，有助于培育学生实

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可为同类院校机械类专业的课程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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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Cybernetics Foundation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guided by OBE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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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on concep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for high-quality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and en-
sures the smooth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The 
curriculum reform is composed of five links “defining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designing the teach-
ing objectives”, “restructur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building high-quality resources”, “innovat-
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classroom”, “reforming the assessment 
methods, focusing on multiple evalu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has realized the mechanism of benign and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and help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mechanical specialty in simila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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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主要讲授自动控制的基本理论及其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使学生具备

对典型机电产品进行控制系统分析和设计的基本能力。随着“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工业

4.0 时代的到来，机电产品不断向智能化和信息化发展，机械工程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态势，这对机械

行业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作为机械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推进《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改

革，培养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型机械工程人才，是满足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

的必由之路。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s-Based Education, OBE)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的先进教育理念，

其核心思想是根据社会需求提出学生毕业时应具备的能力(毕业要求)，然后以这些能力为导向，反向设计

课程教学中涉及的所有环节，同时通过效果评价和持续改进，确保学生能达到所预期的能力水平。OBE
教育理念与大学向社会输送应用型人才的任务完美契合，已成为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主流教育思想，同时

也是工程教育认证所推行的教育标准。有理由相信，将 OBE 教育理念引入《机械工程控制基础》的课程

改革中，对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考核方法进行重新设计，就能够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的热情，提高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而满足行业发展的新需求。 

2. 高校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教育现状 

1) 教育理念落后，课程目标与社会需求不符 
目前，课程教育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教学计划的核心是这门课程要讲哪些章节，而确定

哪些章节的根据是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同时教学过程也是以“教师导向”的，强调学生的学习要依

据教师的教案、课表、既定的学习历程及学习时间，按表上课学习；教学评估更关注教师教的怎么样，

教学投入和教学管理也是围绕如何让教师有更好的教学条件展开。同时，现有课程目标过于强调学生对

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未对知识的迁移应用进行要求，导致学生普遍存在眼高手低，实践能力差的问题，

不能满足社会用人需求[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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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内容单薄，教学方法单一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是典型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教学内容涉及机械、信息、电子、数学等多个知识

领域，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大部分教师胡子眉毛一把抓，什么都讲了，但是哪部分内容也没讲透，学生

都听了，但是重点内容并没有掌握清楚，并且教师一般都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过分依赖 PPT 课件，照

本宣科，满堂灌输，缺少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交流。此种教学方法使课堂教学气氛显得十分沉闷，没有充

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相互交流的积极性，严重影响教学效果[3] [4]。 
3) 考核方式单一，不注重过程性评价 
当前考核方法大都是将平时的测验和期末测验的结果相结合。考核指标单一、广度不足，考核注重成

果评估，忽视了过程评估，而如果不能使学生的学习结果得到合理、有效的反映，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打

击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临场突击，学完就丢”成为这门课的常规做法，从而影响到学生对课程的理

解和创新能力的形成[5]。 
4)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当前课程教学质量一般由学生、教研室同事、教学领导和学校督导等进行评价，虽然在进行评价时有

一定的评分标准和原则，但由于不同人的感知效果存在异质性，因此，总的来说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仍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小的数据样本容易出现打分偏差[6] [7]。 

3. 基于 OBE 理念的《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改革策略 

课程改革不同于教学改革，必须对课程理念、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和课程质量

评价等所有环节进行探索和更新，依据 OBE 理念，自上而下的开展审视和梳理，构建课程的反向设计、

正向实施和持续改进的改革路径，完成课程以“教师为本”向“以学生为本”的根本转变。 
如图 1 所示，《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改革的具体方案按实施顺序可以分为“明确教育理念，设计

教学目标”、“重构教学内容，建设优质资源”、“创新教学方式，激发课堂活力”、“改革考核方式，

注重多元评价”以及“完善评价体系，借助信息技术”五个环节。五个环节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实现了从“目标设计”到“内容重构”，从“教学实施”到“课程考核”，再到“持续改进”的循环机

制，最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思维能力，以符合 OBE 的人才培养目的[8] [9]。 

3.1. 明确教学理念，设计教学目标 

首先，确定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的 OBE 教育理念。强调让学生取得什么学习成果，为什么

让学生取得这样的学习成果，如何有效的帮助学生取得这些学习成果，如何知道学生已经取得这些学习

成果。 
其次，培养目标面向机械工程的发展所需，以需求为导向，培养满足未来工程机械智能化和信息化产

品和新市场经济需要的，拥有全方位高素质的、可持续发展的工程机械行业人才。进行“知识 + 能力 + 
价值”的全方位培养与塑造。不仅重视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同时也注重学生人文素质和道德情操。 

3.2. 重构教学内容，开发优质资源 

在明确了教学理念和目标的基础上，要对整个课程的总体学习效果和课后的学习产出进行清晰的界

定，然后根据课后的学习效果来设计课堂教学内容。在教学计划中，必须抛弃与教学目标、实现预期学

习效果无关的教学内容，把教学设计的重点放在教学目标和学习效果上。同时，构建多元化的网络教育

资源，是实现混合教学成功的先决条件和保证。在利用好 MOOC 平台上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以外，还要

借助自己学校的异步 SPOC 平台，整合出一套可以支撑课程混合式教学的在线资源[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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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oad map of the course reform for cybernetics foundation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图 1.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改革方案路线图 

 
如图 2 所示，在建立课程资源库的时候，可以借助 MATLAB/Simulink 软件搭建仿真案例。在控制

领域 MATLAB/Simulink 软件应用相当广泛，在教学过程中适时穿插进行演示，如响应曲线、根轨迹绘

制、Bode 图、Nyquist 图等，通过生动形象的方式，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某些难以理解的内容。

在内容上，把现代教育技术和传统的理论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学生提供一个理论认识和实践认知

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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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imulation case using Matlab/simulink 
图 2. Matlab/simulink 仿真案例 

3.3. 创新教学方式，激发课堂活力 

“创新教学方式，激发课堂活力”是将前期准备和积累转化成学生学习成果的实施阶段和关键阶段。

坚持以成果为导向，以学生为主体，强化工程教育“以能力为本”的教学思想。在教学方式上，采用案

例教学法，实施混合教学，使学生实现自主学习。同时，从现行的课程考评方法的缺陷出发，在 OBE 思

想的基础上，推动形成性与结束性的考评模式的变革，采用多种方法，全面、客观、科学地进行评价；

对学生的全面素质进行科学的评估，强调质与量的结合，把原有的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相结合，更

多地关注学生在日常学习中的形成性表现[12] [13]。 
1) 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案如图 3 所示，可以将教学班分成 A、B 两个授课班，采用 AB 班轮流授课模

式，AB 班交替进行线上线下课程授课，如当周安排 A 班线上学习，B 班安排线下活动，下周安排 B 班

线上学习，A 班安排线下活动，具体学时安排后续由课程团队进行制订。 
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包括：课前预习、课堂授课、课后复习三个部分。课前，老师每周公布教学内容，

把课件、课程视频、例题解析、网上试题等全部上传到课程网站，并根据章节的内容列出重点和难点，

为学生分配学习任务，提出思考题和讨论主题；学生按照要求登陆课程网页或使用手机 APP 浏览课件，

观看教学录像和相关材料，如有问题可以与老师、同学进行线上交流讨论，并通过线上考试等形式完成

知识点的学习。 
课中阶段，教师结合大纲要求及学生的预习反馈，决定课中对预习内容的串讲程度，对所学知识重难

点进行详细讲解，并梳理补充相关知识点，不间断地抛出讨论主题，让学生思考、参与讨论、师生讨论、

学生相互讨论，并结合预习反馈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借助雨课堂适时推送微测试，完成课堂测试题，

增加互动效果，创新性地采用案例式教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在课外知识转移的过程中，老师会发布相应的测验作业，或相应的延伸作业，以检验学生的学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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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微信群、网络教学平台，比如论坛，都可以用来交流，让学生们自由地表达

自己的观点，激发他们的主人意识[14]。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图 3.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示意图 

3.4. 改革考核方式，注重多元评价 

学生适应社会和未来的综合能力是产出导向课程的主要目标，因此需要建立以考查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为核心的全过程课程考核体系，强调过程性评价和多元评价。如图 4 所示，课程考核采用线上学习测验

情况 + 线下课堂表现情况 + 团队合作情况 + 线下考试检测相结合的方式。 
 

 
Figure 4. Main contents of course assessment 
图 4. 课程考核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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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的具体方案如图 5 所示，该方案的实施需要依托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数据记录与分析，包括

视频观看情况、资料阅览情况、测试结果分析、练习完成情况、讨论问题情况等，其中，每一项考核内

容的权重都可以根据当前学期的课程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本学期安排了多次直播课程，那么直播

课程的权重就可以适当调高，比如学生基础普遍较差，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线上的学习，那么线下课程

的权重就可以适当调低，每一种考核内容还可以设置多阶段的考核，既体现多维性，也体现分层性。对

每一种考核内容，都需要提前制订明确和详细的评分标准，以便于学生开学期初开始进行教学活动，学

生参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数据都要保留，做到每一份考核内容每一个考核成绩都有源可寻，有根可溯，

以保证课程考核的公平、公正和公开[15]。 
 

 
Figure 5. The detail scheme of course assessment 
图 5. 课程考核的具体方案设计 

3.5. 完善评价体系，借助信息技术 

为了完善评价体系，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比如，使用大数据技术搜集课程相关的信息数据，

对课程教学质量展开多角度和全方位的评价。一方面，可以应用大数据来完成常态化的数据收集工作，

对教学能力、成效乃至态度进行收集。另一方面，开展大多样化的数据应用工作。积极推动课程教学质

量评价体系变为一个师生共同参与、进行有效互动的系统。同时，要积极推动数据调整的灵活性，将设

计好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要在实践中进行应用，对于新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修改，并对课程教学

质量评价体系不断地完善，推动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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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OBE 是一种以结果产出为基础的新的教学思想，强调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结果，这

一思想对大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本文从社会现状展开，分了当前课程教

学中的问题，提出了以 OBE 为核心的课程改革内容和实施方案。在课程建设上，要明确符合 OBE 理念

的教学目标，合理编排教学的内容，通过构建高质量的课程资源、创新课程教学模式、改革课程评估方

法等，使学生在实际操作和创新方面达到更好的效果。基于 OBE 理念的《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改革

实行闭环控制系统，实现了良性持续改进的机制，有助于培育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课程改革的举

措对同类院校机械类专业课程改革提供了借鉴。 
须知课程改革一定不是一簇而蹴的，完成课程实践和考核以后，在课程自评、学生评价和第三方评价

的问题反馈基础上，还要对课程整体设计及局部细节进行不断的打磨和改进，持续提高课程资源质量，

持续提高教师开展混合教学的技巧和经验，形成“理论指导–教学实践–全面考核–评价反馈–持续改

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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