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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ults-oriented education OBE model comes from abroad and is widely used. OBE concept 
run through China's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Through the graduation re-
quirements, teaching content,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of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seismic design 
courses in civil engineering to achieve the evaluation process, and finally explain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ourse, which can describe the practice of the OBE model in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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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果导向教育OBE模式来自外国，得到广泛应用。OBE的理念贯穿于我国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始终。通

过对土木工程专业中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课程毕业要求、教学内容、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过程，最后阐述

该课程持续改进。说明了OBE模式在该课程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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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OBE 教育理念即成果导向教育，是一种基于学习成果或结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代表专业工程教育

改革的主流方向。OBE 清晰聚焦和组织了教育中每个环节，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预期的结果[1]。20
世纪 80~90 年代早期，OBE 教育模式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基础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OBE 注重对学生

学习的产出进行分析，可反向设计学生的教育结构及相关评价体系，可以快速提高教学质量[2] [3]。美国

工程教育认证协会全面接受 OBE 的理念，并将其贯穿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始终。2013 年 6 月，我国

被接纳为“华盛顿协议”签约成员。 
我国现行认证标准体现了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工程认证理念。现行工程教育认证的标

准涵盖学生、培养目标、毕业要求、持续改进、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支持条件 7 个方面。土木工程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有 12 个毕业要求，分解成 29 个指标点。 

2.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课程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过程 

2.1. 评价对象 

土木工程专业连续三级学生：土木 11 级、12 级、13 级。 

2.2. 课程内容、毕业要求指标点及其对应关系，根据大纲要求的实现路径 

具体到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课程上，其内容包括： 
1) 理解构造地震成因、掌握地震基本术语，了解单、多自由度体系的地震作用。 
2) 掌握结构抗震计算原则、水平地震作用计算、结构抗震验算，了解竖向地震作用计算。 
3) 掌握场地初步液化判别、影响场地液化因素、防震缝的设置，了解其他结构抗震概念设计。 
4) 掌握框架结构的抗震计算和框架结构的抗震设计，了解抗震墙结构的抗震设计、了解框架–抗震

墙结构的抗震设计。 
5) 掌握砌体房屋抗震设计的一般规定、砌体房屋的抗震构造措施，掌握砌体结构水平地震作用和层

间剪力的计算，了解多层砌体房屋的抗震验算。 
毕业要求指标点及其对应关系和该课程大纲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老师丰富的实践知识；课前认真备课，阅读参考资料，与时俱进学习结构方面新规范，尤其结

构抗震设计规范；课堂讲授采用先进的教学手段；让学生掌握课程内容 1~5；对学生进行课程考试、课

程小设计、课程小论文等方法以考核学生达到教学大纲要求，达到教学培养计划要求。基于以上几点，

让学生能够设计(开发)满足抗震条件下需求的体系、结构、构件(节点)，并在设计环节中考虑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3.1 的要求。基于以上几点，掌握内容 b~e，
让学生能够从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基于建筑结构抗震设计方面专业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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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评价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6.2 的要求。 

2.3. 评价依据的合理性 

本课程考核方式包括四个部分，平时成绩、课程小设计、课程小论文、课程结束开卷考试四个方面

综合。平时成绩总成绩的 20%，实践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其中课程小设计占总成绩的 20%，课程小论文

占总成绩的 10%)，期末考试占总成绩 50%。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合理性审查内容包括：1) 课程目标和授课内容是否支撑专业

系确定的毕业要求指标点；2) 考核的形式是否合理；3) 考核内容是否全覆盖；4) 考核成绩分布情况是

否合理；5) 成绩评定是否严格；6) 上一轮的评价结果是否用于课程教学改进。评价结论：评价依据合理。 

2.4. 课程评价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课程指标体系达成度计算详见表 1。 
 
Table 1. Table of index system achievement in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seismic design course 
表 1.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课程指标体系达成度计算表 

2013~2014 学年第春学期 班级：土木 11 课程名称：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各指标点 达成度目标值 考核点 指标点分值 平均得分 分项评价值 实际评价值 

指标点 3.1 0.13 

试卷成绩 100 78.39 0.10 

0.11 平时成绩 100 84.47 0.11 

实践成绩 100 82.00 0.11 

指标点 6.2 0.13 

试卷成绩 95 73.95 0.10 

0.11 平时成绩 100 84.47 0.11 

实践成绩 100 82.00 0.11 

2014~2015 学年第春学期 班级：土木 12 课程名称：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各指标点 达成度目标值 考核点 指标点分值 平均得分 分项评价值 实际评价值 

指标点 3.1 0.13 

试卷成绩 100 72.14 0.09 

0.10 平时成绩 100 78.86 0.10 

实践成绩 100 81.56 0.11 

指标点 6.2 0.13 

试卷成绩 92 65.03 0.09 

0.10 平时成绩 100 78.86 0.10 

实践成绩 100 81.56 0.11 

2015~2016 学年第春学期 班级：土木 13 课程名称：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各指标点 达成度目标值 考核点 指标点分值 平均得分 分项评价值 实际评价值 

指标点 3.1 0.13 

试卷成绩 100 84.60 0.11 

0.11 平时成绩 100 78.33 0.10 

实践成绩 100 82.76 0.11 

指标点 6.2 0.13 

试卷成绩 97 81.9 0.11 

0.11 平时成绩 100 78.33 0.10 

实践成绩 100 82.76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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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课程(实践部分)满意度评价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实践部分课程指标体系满意度评分表详见表 2。 
 
Table 2. Score table of part of the curriculum index system satisfaction in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seismic design practice 
表 2.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实践部分课程指标体系满意度评分表 

2013~2014 学年第春学期 班级：土木 11 课程：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实践部分(课程小设计、课程小论文) 

毕业要求指标点 3.1：能够设计(开发)满足土木工程特定需求的体系、结构、构件(节点)， 
并在设计环节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基本满意；4——满意；5——非常满意； 

学生 分解指标点 3.1 (共 100 分) 1 2 3 4 5 合计 

学生 a1 
学生 a2 
学生 a3 

能够设计(开发)满足土木工程特定需求的体系、结构、构件(节点)    √  
81 

能够设计环节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基本满意；4——满意；5——非常满意； 

学生 分解指标点 6.2 (共 100 分) 1 2 3 4 5 合计 

学生 a11 
学生 a12 
学生 a13 

能够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等有专业方面独到的认识。    √  
82 

基于以上认识，能够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评价。   √   

2014-2015 学年第春学期 班级：土木 12 课程：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实践部分(课程小设计、课程小论文) 

毕业要求指标点 3.1：能够设计(开发)满足土木工程特定需求的体系、结构、构件(节点)， 
并在设计环节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基本满意；4——满意；5——非常满意； 

学生 分解指标点 3.1 (共 100 分) 1 2 3 4 5 合计 

学生 b1 
学生 b2 
学生 b3 

能够设计(开发)满足土木工程特定需求的体系、结构、构件(节点)    √  
82 

能够设计环节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基本满意；4——满意；5——非常满意； 

学生 分解指标点 6.2 (共 100 分) 1 2 3 4 5 合计 

学生 b21 
学生 b22 
学生 b23 

能够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等有专业方面独到的认识。   √   
82 

基于以上认识，能够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评价。    √  

2015-2016 学年第春学期 班级：土木 13 课程：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实践部分(课程小设计、课程小论文) 

毕业要求指标点 3.1：能够设计(开发)满足土木工程特定需求的体系、结构、构件(节点)， 
并在设计环节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基本满意；4——满意；5——非常满意； 

学生 分解指标点 3.1 (共 100 分) 1 2 3 4 5 合计 

学生 c1 
学生 c2 
学生 c3 

能够设计(开发)满足土木工程特定需求的体系、结构、构件(节点)    √  
82 

能够设计环节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基本满意；4——满意；5——非常满意； 
 

学生 分解指标点 6.2 (共 100 分) 1 2 3 4 5 合计 

学生 c22 
学生 c23 
学生 c24 

能够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等有专业方面独到的认识。    √  
81 

基于以上认识，能够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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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 

课程达成度评价结果详见表 3。从表 3 中可看出，课程实际评价值取近三年中的最低值。 

3.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课程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表现在教学培养目标改进、课程教学大纲改进、教学内容改进的基础上，还包括以下几点。 

3.1. 教学方法改进 

为了优化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中注意综合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包括板书讲

授、多媒体讲授、网络教学等不同教学手段综合运用，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启发式、交互式教学充分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形成教、学互动的局面，取得了很好效果。 
传统板书讲授主要是针对课程中的重点、难点、涉及较多计算和理论推导等内容，包括弹性体系地

震反应与地震作用计算的反应谱理论，通过公式推导、计算实例等，循序渐进，注意学生的接受与知识

消化。 
多媒体讲授主要是针对地震基本知识、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基本要求、场地地基和基础抗震设计、框

架结构抗震设计方法、砌体结构抗震构造方法。在讲授过程中，注意将多媒体讲授与板书讲授有机结合，

通过二者的优势互补，实现有关知识的融合与最佳传授。 
网络教学本课程的建设计划将通过网络课件的形式，为学生提供一个交互的学习平台，同时建立布

置作业、你问我答等平台。 
本课程教学中综合采用了传统板书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现代教育手段，这些都为优化教

学效果、实现教学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教学改革中，本课程注重采用启发式教学、引导式教学和交

互式学习，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意识。 

3.2. 课程教学手段改进 

在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课程中使用网络环境和多媒体技术。充分利用了多媒体、网络等信息技术现代

教学手段与本门课程的结合将是完美的。地震对房屋破坏需要借助于多媒体手段表示，抗震设计的重要

理念概念设计和构造措施也需图文并茂直观表达。多媒体技术使原本枯燥抽象的内容变得生动和易于 
 
Table 3. Results table of course achievement evaluation—architectural structure seismic design 
表 3. 课程达成度评价结果表——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指标点 达成度 
目标值 

实际评价值 

评价依据和评价方法 
2013 秋~2014 春 2014 秋~2015 春 2015 秋~2016 春 最终

结果 

3.1 能够设计(开发)满足 
土木工程特定需求的 
体系、结构、构件(节点)， 
并在设计环节中考虑 
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以及 
环境等因素。 

0.13 0.11 0.10 0.11 0.10 
评价依据：课程期末考试、 
平时成绩、实践成绩 
(课程小设计、课程小论文) 
评价方法： 
a) 课程考核成绩 
分析法 = 期末成绩 × 0.5 + 平
时成绩 × 0.2 + 实践成绩 × 0.3； 
b) 课程(实践部分)满意度评价 

6.2 能够从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 
影响等方面，基于专业 
知识和标准，评价复杂 
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0.13 0.11 0.10 0.11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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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网络技术则为师生间高度的交互提供了条件，极大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网络环境中，

学生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对课程进行学习，也可以与老师和同学进行同步的或异步的交流。同时老师也

能够及时地掌握学生反馈的信息，并针对某一章节或某个班级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因材施教。 
已制作网络课件，并将教学大纲、教案、习题等同时上网开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鼓励学生自主

学习，同时可以缓解课程信息量增加与压缩授课学时之间的矛盾。为保证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对

现有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相应的变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的先进设备，提高讲课的质量和效率。从

而更加直观形象、生动地讲授教学内容。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设计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习题作业，以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情

况，引导学生按照正确的思路与解题步骤改正、完成习题和作业，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3.3. 课外阅读要求改进 

在讲授课本知识的同时，要求学生学习《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地震

动参数区划图》、《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相关知识点，同时阅读指定相关的专著、论文等课外

资料，拓宽学生知识面，让学生从机械地完成书本知识的学习逐步过渡到灵活运用规范来解决工程实际

问题，基于建筑结构抗震设计方面专业知识和规范，评价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力。 

4. 结语 

通过对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课程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及其课程持续改进，说明了 OBE 模式在该课程中

的实践。OBE 理念是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快速发展教育理念，我们将 OBE 理念与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课程

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问题导向教学法。深入贯彻此种教学方法，将改变建筑结构抗震设计教学中的

弊病，增加课程趣味性，提升了学生求知欲，从而最终提升学生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我们的终极目标

是，在有限学时内，帮助学生将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这门课，掌握到一个很高的水准，以适应新形势下社

会和建筑业对卓越工程师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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