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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果导向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经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美国、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国家

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模式，至今被认为是追求卓越教育的正确方向，用OBE理念指导进

行课程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OBE理念出发，围绕“四环节”，即目标和意图的确定、内容

和资源的建设、设计和方案的实施与结果和质量的评价等，以及“一机制”，即成果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就如何进行课程教学设计进行相关阐述，以期改变传统教育以学科导向，实现以产出为导向；改变传统

教育以教师为中心，实现以学生为中心；改变传统教育抱成守缺，实现成果质量持续改进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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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advanced educational concept, results oriented education has forme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implementation model in some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etc. after year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is now considered to be the right di-
rection for pursuing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use OBE prin-
ciples to guide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Starting from the OBE concept, around the “Four links”, 
the determination of goals and inten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nt and resources, the imple-
mentation of design and scheme, the evaluation of results and quality, and the “On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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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fo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results, this paper expounds on how 
to carry out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design, with a view to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from subject oriented to output oriented; Change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to be teacher centered 
and realize student centered; We will change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achieve a major 
change in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results. 

 
Keywords 
OBE, Course Teaching, The Student Cente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对 OBE 理念的认识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简称 OBE)由美国学者 William Spady 于 1981 年提出，以“所

有的学生都能获得成功”为前提，突出“产出导向、学生中心、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1]。OBE 理念的

产生和发展主要基于：1、泰勒原理，即以课程目标为核心设计课程。2、布鲁姆掌握学习理论，即只要

给学习者充足的时间，学习者都能掌握要学习的内容。3、标准参照学习，即通过考查测验学生掌握知识

和能力的程度，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机会。 
从目前众多的思想理论流派可以看出，对于学习成果的定义不尽相同。Eisner 于 1979 年最先提出“学

习成果”这一教育领域专业术语，认为学习成果是参与活动获得的某种结果[2]，Janet Fulks 认为是学生

在完成一门课程或专业学习后可能学会做些什么。认知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学生积极主动地形成心理

的“完形”，将认知成果或者认知技能纳入学习成果[3]。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学习结果的产生是一个人

在有意或无意指导下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集合，可以用清晰、可量化的任务来描述[4]。基于 OBE 理念，

学习结果可以定义为：在取得顶峰结果过程中，某一次不成功的学习结果只是改进教学的依据，累积成

果或阶段学习成果并不代表学习结果，而是学生完成所有学习过程获得的最终学习成果，阶段性学习成

果仅被用于下一段学习的参考，顶峰结果既是出发点又是回归点，学习成果关注学生学习及其成就状况

而不是教师的教学目的。 
遵循“反向设计、正向实施”原则，顶峰成果既是出发点也是回归点。从内外需求出发，决定培养

目标和毕业要求，最后决定课程体系[5]，反向课程设计，正向开展教学活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结果和

目标的一致性。OBE 课程教学设计过程是以“需求导向，成果效能”为核心形成一个良性的可测量、可

回溯的闭环控制系统，重视课程体系覆盖面与个体能力结构的映射关系[6]。可以看出，相比于从课程体

系出发，到毕业要求、再到培养目标，最后再到需求的传统正向教育设计，成果导向的反向课程设计不

仅适应而且满足了内外部需求。 

2. 遵循 OBE 理念，课程教学设计的要点 

实施 OBE 理念课程教学设计，需要回答以下问题：我们想让学生取得什么样的学习成果、我们为什

么要让学生取得这样的学习成果、我们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取得这些学习成果、我们如何知道学生已经

取得了这些学习成果。为此，提出“四环节”和“一机制”的课程教学设计，“四环节”包括目标和意

图的确定、内容和资源的建设、设计和方案的实施与结果和质量的评价。“一机制”就是指整个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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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中成果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2.1. 环节一：目标和意图的确定 

凡事预则立，课程教学设计亦是如此，该环节是课程教学设计的出发点。目标为了明确关注学生在

课程结束时能够取得的最终学习成果，教师必须明确陈述并致力于帮助学生获得达到预期结果所需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使用明确的指导方针可以帮助教师制定明确预测学生学习结果的学习计划，作为课程

设计和实施、教学和评估的起点，并与所有学习活动紧密结合[7]。 
OBE 理念课程教学目标是让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机会，强调成功是成功之母，为国家和社会培

养拥有成功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素养等多方面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课程教学设计从课程目标出发。

要充分发挥课程目标的导向作用，必须与综合教学体系的其他要素有机结合，细化各个教学环节，最终

与评价相衔接。因此，课程目标可以从知识、能力和素质三方面来确定。 
在 OBE 理念中，课程目标是学生的预期学习成果，是整个课程教学活动的起点，占主导地位，关注

学生“能做什么”，内容和资源的建设、方案和设计的实施与结果和质量的评价等活动都要围绕预期目

标展开。实现预期成果目标应该从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三方面进行，其中知识目标要求学生

掌握课程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能力目标要求学生能在当今世界快速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具有立足能力，素

质目标要求学生具有沟通表达的交流能力、团队协作的合作能力，以及与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此

外，在确定课程教学目标中要避免出现一些界定模糊的词语，而要使用能够明确定义能力要求的描述，

具备可实施性和可测量性。 

2.2. 环节二：内容和资源的建设 

课程教学的内容和资源是实现课程教学设计目标所必需的依托，组织、协调和利用学校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引入必要的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以减少或避免教学过程中非智力和机械重复性的体力、脑力

活动支出，为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以及接下环节实施提供必要的保障。在 OBE 中，教师使用什么的教学

方法以及教授什么样的内容并不受到限制，只通过制定阶段性的目标为教学修正方向。这种教育模式给

教师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也为学校特色办学提供了可能。 
OBE 理念强调课程内容和资源具有开放性和动态生成性，将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课程资源相联系。这

一环节注重课程内容选择和教学顺序安排，选择的内容要为实现课程目标、取得顶峰成果服务，各门课

程内容以及各个阶段内容要与课程目标、毕业要求密切联系，各个学生的实际能力水平不同，需要根据

学生的差异选择课程教学内容，做到因材施教。课程教学内容顺序的安排要符合学生身心发展顺序和教

育教学规律，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还应当注意课程内容的真实情景性，避免空洞说教，课

程教学的过程越接近学生真实学习的经验，其学习成果持久性越高。 
传统教学活动是在固定的地点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内容，在这种封闭教学模式下，教学活动以

教师、课堂和教材为中心，而实施 OBE 理念下的教学可以得到有效突破，实现了时间、空间与内容上的

开放，时间上从课内延伸到了课外，空间上从教室拓展到了实验室和图书馆，内容上从课本教材扩充到

了各种教学参考资料[8]。 

2.3. 环节三：设计和方案的实施 

在课程设计和方法的实施中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落实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评

价手段等方面。以学生为中心就要实现从“教师教”向“学生学”的转变，即从“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

生”向“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和创造知识”的转变，从“传授模式”向“学习模式”的转变[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45


杨屿航，马金晶 
 

 

DOI: 10.12677/ae.2023.131045 276 教育进展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兴趣作为学生学习的激励因子，正如

《论语》所言：“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曾言：“学生有了兴味就肯用全副

精神去做事，学与乐不可分”。传统教学活动往往根据书本内容设计教学过程，以教师、课本和课堂为

中心，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与实际情况，如果在课程的设计和实施阶段，注重学生的主体性，以兴趣

为指导，尊重学生的实际需求，则实施效果更佳。 
教学方法和手段要针对教学目标设计和利用，可以只针对单一的教学目标或教学环节进行设计，也

可以贯通同一门课程的不同教学目标或教学环节进行设计。课程教学目标的核心特征就是培养能力，而

培养学生的能力主要受制于以学生被动学习的传统教学模式。因此可以引入设计教学形式、教学方法、

教学资源等多元改革的“三位一体”课程教学模式以贯通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环节[10]。依照“课前预

热、课中实施、课后提升”过程实施全时空、立体化教学。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每一个学生实际综合

能力水平都存在差异，因此要求在课程教学中，教师要有的放矢的灵活设计利用教学模式。 
还应该注意在课程设计和方案实施过程中的弹性。课程标准是规定某一学科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

实施建议的一种指导性文件，对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的界定和表述。在

课程教学过程中不能随意偏离其核心要求，但并不是要求所有教师教学标准化，也不是一种具体的教学

方法，更不是像有些教师认为的“课程标准涉及到的内容我就教，课程标准没涉及到的内容我就不教” [11]。
允许保留在实施过程中的弹性，这种弹性就体现在以学生为中心。所谓“教无定法，学无定式”，OBE
理念强调成果产出而不是学习的过程，强调目标达成而不是达成方式，鼓励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2.4. 环节四：结果和质量的评价 

此环节为课程教学设计末端环节，基于产出对结果进行评价，服务教学过程的持续改进。对产出结

果进行评价是 OBE 教育模式中的重要环节，以具体的课程为评价对象，包括对课程本身的评价、课程实

施过程的评价和课程实施效果的评价[12]。传统的教育评价聚焦于“学生学到了什么”，而 OBE 理念教

育评价的特点则是衡量“学生能做什么”，立足于过程，促进学生发展，聚焦于学习成果，而不是教授

内容、教学方法、学生学习方式等。 
OBE 理念基于建构主义认知理论，评价的重点在于知识获得的过程，认为怎样建构知识的评价比对

结果的评价更为重要[13]，从注重结果的最终评价到形成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对成绩和质量的评价不仅

限于对学生知识和能力的评价，更注重对情感目标的评价，从而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14]。评

价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摒弃传统的评价注重选拔甄别的局限性，充分发挥评价促进学生

发展和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同时，以学生为中心，摒弃传统的以教师、教材和课堂为中心的教学

观，树立学生主体观。 
在评价方法上，传统的教育评价注重比较性，给学生区分以优良中差等各个等级，强调学生之间的

差异性评价。OBE 则注重学生自身比较，而不是个体之间的比较，评价方法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对结

果与质量进行量化分析以及对问题与不足进行质性分析。由于参照的是学生取得的最终成果标准，而不

是学生群体之间的共同标准，所以评价结果没有可比性，其强调标准是否已经达到了自我参照标准，评

价结果往往采用“达标/未达标”“满足/不满足”“符合/不符合”等。 

3. 成果质量持续改进的机制 

论文建立持续改进体系的要点包括“1 个目标、2 条主线和 3 个改进”：1 个目标是保障质量，2 条

主线包括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符合度与达成度，3 个改进为培养目标的持续改进、毕业要求的持续改

进和教学活动的持续改进[15]。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符合度和达成度是两条主线，如果毕业要求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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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不相符合，则改进毕业要求，然后评价毕业要求是否达成，如果未达成，则改进教学活动。教学活

动的改进包括课程体系、教师队伍、学生学习机会、教学评价等要素，这些改进对于毕业要求来说是直

接的，但对于培养目标而言是间接的。构需要把握三个方面：目标达成导向、闭环运行和贯穿课程教学

全过程。 
目标达成导向是指 OBE 的目标、课程、教学、评价等均聚焦于最终学习成果、而不是给定的进程。

根据清楚聚焦原则，要求学生从一开始学习就有着明确的目标和预期表现，教师清楚地知道怎样帮助学

生学习。因此，学生可以根据“自我标准”进行参照评价，根据自身的学习经验、风格和进度，逐步达

成目标，所有的学生均能获得成功的机会。所有的教学活动和改进都要围绕能够帮助学生取得最终学习

成果而进行，通过改进教学活动提升毕业要求的达成度，并进一步提升培养目标的符合度和达成度。 
闭环运行是指课程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以阶段性的学习成果和终结性的学生学习的成果评价，发

现、诊断和反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和方法，并在下一轮课程教学

中得到修正和落实，重组正式课程教学与非正式教学的关系，保证课程结构的适切性和实时性，从而形

成一种闭环运行的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是指在课程教学运行过程中，有着多个反馈与改进的环节。在四个环节中，每

个环节都对前面的环节有着反馈和改进的功能，就目标和意图的确定而言，最终结果和成果质量评价的

反馈可能为其目标的确定提供修正和改进的依据，在课程内容和资源的建设环节，来自于设计和方案的

实施、结果和成果的评价的相关反馈，均可能成为持续改进的依据。在设计和方案的实施环节，可以由

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等共同参与的教学过程质量督导体系，以及来自结果和成果的评价的反馈，可

以成为下一轮课程教学实施持续改进的依据。 

4. 进行 OBE 理念下的课程教学设计的意义 

基于 OBE 理念的课程教学设计改变了传统的学科导向，实现了产出导向；改变了传统的教师中心，

实现了学生中心；改变了传统的抱成守缺，实现了成果质量持续改进的重大转变。 

4.1. 以结果为导向，提升教与学 

OBE 理念强调以成果为准而不是证书为准。在传统教育中，学生获得毕业证书时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修够相应的学分，而取得这些学分的课程是由教师自行设定。OBE 获得证书以学习成果为准，强调绩效

责任，学生达到规定的绩效指标，才能获得学分。将学习成果的标准与证书相联系，使得学生的最终学

习成果与证书表现一致，而不是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一些课程的证明。 
对教师来说，OBE 强调协同教学，每一名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为了帮助学生达到最终学习成果的共

同目标，进行协同合作教学，共同参与实施和评价等阶段。这就要求突破传统教育注重偏科，教师授课

边界清晰，一门课程由一个教师负责，教师之间较少沟通合作的情况。改变现行情况下，大多数教学内

容由科任教师自行决定的单一做法，鼓励教师之间形成团队合作，形成学习共同体。 
对学生来说，传统教育要求学习是为了和同学竞争达到某种学习层次的做法，将学生以优良中差等

区分开，导致了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处于一种竞争的环境，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优生和差生之

间无法达到合作共赢，OBE 强调学生之间合作学习，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竞争转变为自己与自己竞争，

使得学生勇于挑战自我，为取得最终学习成果而合作学习，通过团队合作、协调作业等方式，使优生得

到提升，同时差生也能得到发展。引导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成功的学习者。 

4.2. 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变 

所谓以教师为中心是指，教师负责教，学生负责学，教支配、控制学。以教为中心，学围绕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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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关系是我讲、你听，我教、你学，我写、你抄的一种关系，“双边活动”成为“单边活动”。所谓

以学生为中心是指，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占主体地位，教学活动不再是教师教、学生学的无效机械叠加，

要求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启发者、促进者和合作者，教学活动是人人参与，平等对话。 
课程是学校实施教学活动的微观环节，但解决的是教育最根本的问题。OBE 理念在课程层面的落实，

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价值方向转变。培养目标与学生最终要取得什么样的学习成果相结

合，课程教学的内容和资源根据顶峰成果设计和建设，课程设计和实施围绕学生发展进行，结果和质量

的评价聚焦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表现，注重学生自我参照评价。课程教学面向全体学生，通过创造获得

成功的机会逐步引导学生达到顶峰成果，以成功学习引导更成功的学习[16]。 
教师教什么决定了教学设计，教师怎么教决定了教学过程，教师教得怎么样决定了教学评价，这是

学科导向教育的必然。而在成果导向教育中，遵循以学论教的教学原则，学生需要学什么决定了教师教

什么，学生怎么学决定了教师怎么教，学生学得怎么样决定了教师教得怎么样。实现了由“以教师为中

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转变。 

4.3. 课程教学质量得到持续改进 

OBE 理念遵循 Spady 倡导的自上而下的反向设计原则，先从内外需求出发，确定培养目标，根据培

养目标确定对应的毕业要求，再根据毕业要求决定课程体系、教学过程等，然后基于成果导向进入教学

设计环节。持续改进包括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部分，通过外循环改进培养目标，内循环改进毕业要求，

成果循环改进教学活动。首先培养目标如果能够满足内外需求，则不要修改，否则需要修改。评价毕业

要求的符合度是指如果毕业要求不能很好地支撑培养目标，则需要改进毕业要求到符合为止，评价毕业

要求的达成度则是评价学生毕业时，所必须掌握的核心和关键能力是否达成，如果未达成，则改进课程

体系、师资队伍、支持条件和教学过程等。 
OBE 理念以成果导向、学生中心和持续改进为三大核心理念，主张通过贯穿课程教学过程的持续改进

运行机制。建立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按照 PDCA 循环进行，即：计划–执行–检查–处理(Plan-Do-Check-Act, 
PDCA)，使教学质量管理形成一个闭合循环，周而复始地运行[17]。当然，PDCA 循环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

的，通过不断改进和解决课程教学质量问题的螺旋式上升循环，应建立于学校层面，而且更进一步建立在课

程层面，这就要求把“检查–处理”在课程层面上予以充分体现，持续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 

5. 结语 

OBE 理念作为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发展于上世纪 90 年代，其理论的产生不仅有深刻的社会、经济

等方面的背景，还有着广泛的心理学、教育学理论基础[18]。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其教育理念在世界范

围内广泛传播，正如 Aubrey 所言“成果导向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理念的集大成者将蓄势而意气风发地向前

发展”[19]。实施 OBE 理念下的课程教学改革是持续提高教育质量和提高培养人才质量规格的一种有效

途径，尽管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可避免会受到质疑和反对，其推行难度也不容小视。需要教育领导和

管理层进行改革的决心和支持，需要教师、学生的教与学的理念更新，需要教师持续投入大量教育教学

的时间，需要学校建立相应的评价和激励机制，需要引入必要的技术手段以减轻教学过程中产生的负担

等。我们坚信，一种理论只要是正确的，积以严实硅步，方能致远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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