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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果导向教育(简称OBE)的教学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成果为导向、以持续改进为重点，课程思

政已成为高等教育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手段。本论文基于OBE理念，以《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课程为

例，结合河海大学农业水利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根据专业知识体系中的核心能力以及课程教学对

学生达到毕业要求的贡献情况确定合理的支撑重点，着力推动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制定科学

合理的教学目标和思政育人目标，充分挖掘课程教学内容中蕴含的育人元素，转变成绩评定理念，强化

过程考核，注重学习成果，建立多元化考核标准，从而提升课程教学“育人育德”功能，有效实现知识

传授、价值引领和能力培养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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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is student-centered, student-results- 
oriented, and focused o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implementing mor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is pa-
per,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taking the course “Flood Control Principl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
ample, combin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and water conser-
vancy engineering major of Hohai University, reasonable support points ar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core competencies in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course teaching 
to students’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Efforts are made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rofes-
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eaching objec-
tiv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oals are formulated, fully exploring the education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transforming the concept of performance evalu-
ation, strengthening process assessment, focusing on learning outcomes, and establishing diversified 
assessment standards, thereby enhancing the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course 
teaching, effectively achiev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transmission, value guidance,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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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OBE 理念是遵循结果导向，反向设计教育体系的教育模式，也称为需求导向、能力导向或目标导向

教育理念[1]。OBE 理念于 1981 年由 Spady 等人提出后，很快得到重视与认可，并已成为美国、英国、

加拿大等国家教育改革的主流理念；美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ABET)执行的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工程准则

2000”开始全面接受了 OBE 理念，并将其贯穿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始终。工程教育认证基于 OBE 理

念，注重教育产出和实际成效，将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培养落实在所有课程的教学过程中[2]。2016
年 6 月，我国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标志着我国工程教育迈上新台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我国实

现工程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支撑，也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障措施[3]。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

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立德树人作为高等教

育的首要任务，思想教育应首当其冲，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国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序幕[4] [5] [6]。
对于课程思政，就是除了原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外，其他所有课程都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对

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它在学生、培养目标、毕业要求、持续改进、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支持条件七

个方面有明确的标准和具体要求[7]。其中，“毕业要求”是人才培养目标达成的重要支撑，不仅包含工

程专业领域的要求，还涵盖与工程设计相关的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环境和职业道德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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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与素质要求。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非技术方面的要求，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课程教学中来实现

毕业要求的达成，这与“课程思政”的理念不谋而合，既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同时在知识传播

中强调价值引领。 
作为河海大学农业水利工程专业的选修课，《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课程引导学生科学认识洪水与

洪水灾害，了解防汛抢险基本知识与方法，通过介绍我国江河的防洪形势、洪水与洪灾的基本知识、防

汛抢险技术、防洪减灾信息技术，以及防洪治水的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等知识，让学生了解有关水

利常识，树立水患意识，增强防洪观念，明白防洪责任与义务，掌握防洪减灾技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能

领导、善管理、懂专业的新时代有用人才。目前，在专业课程建设中将 OBE 理念和课程思政改革有机融

合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探索仍普遍偏少，尤其突出表现为专业课程虽然体现了思政思想，但往往很难从 OBE
角度进行有效输出和考核。因此，有必要基于 OBE 理念对《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课程思政体系的建设

和实践进行有益探索。 

2. OBE 理念下理论教学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的必要性 

OBE 理念下理论教学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

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高等教育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2018 年 9 月召

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在工程教育过程中，不仅要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更要塑造灵魂。OBE 理念

下理论教学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也是教育理念发展的需要[8] [9]。 
课程思政是一种培养人、塑造人的方式和手段。OBE 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理念，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也是一种怎样培养人的方法。课程思政将培育精神信仰和塑造完善人格等内容渗透在专业课程教

育和实践的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建立成果导向的评价方法，将评价结果用于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的持续改进，对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具有很好的促进作

用[10] [11] [12]。 

3. “OBE + 课程思政”的课程体系建立 

下面，基于“OBE + 课程思政”对《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课程体系进行设计，建立课程教学目标、

课程思政目标与思政元素以及优化课程考核方式。 

3.1. 课程教学目标 

《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课程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防汛抢险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方法，

具备防汛抢险技术实际运用的初步能力，拓宽专业知识面，具有参与防洪决策、防洪工程建设以及指导

防汛抢险的理论知识和技术能力，适应水利建设的需要，为今后从事防汛抢险、防洪减灾工作打下必备

的基础。基于 OBE 理念，对应工程教育认证的毕业要求，课程主要支撑本专业在关于工程知识、问题分

析、设计/开发解决方案、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的毕业要求，具体详见表 1。 
 

Table 1.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Flood Control Principle and Technology” 
表 1. 《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支撑强度 课程教学目标 

1 工程知识 
1.3：掌握专业知识，并能应用于

解决农业水利和土地整治复杂工

程问题。 
高 

掌握防汛抢险技术专业基础知识及其方法，并

具备解决河道防洪整治、堤防工程、水库防洪

工程和蓄滞洪工程的防汛抢险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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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 问题分析 
2.1：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

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分解、

表达有关复杂工程问题。 
高 能够应用防汛抢险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并表达

清楚各种复杂的险情及相应的抢险方法。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3.2：掌握相关技术标准或规范，

能够提出总体规划方案、开展工

程布局和具体工程设计。 
中 

掌握防汛抢险技术的相关标准及各种规范，能

够针对常见工程防洪措施提出总体规划方案、

开展工程布局以及管理与调度运用。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7.1：能够理解针对复杂工程问题

的工程实践对环境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 
低 能够理解常见防汛抢险工程应用技术对环境

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3.2. 课程思政目标与思政元素 

对于《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课程，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课程教学主渠道在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在课程中融入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思想政治教育，从价值引领、文

化育人、实践育人和服务育人等方面展开课程思政教学。 
《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课程的思政育人目标：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贯彻落实防汛

抢险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将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专业课程的德育资源、育人元素作为思想政治工

作的载体，落实立德树人和全程全方位育人的理念，实现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专业课程的德育功能，

全面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水平，使学生能够认知、恪守、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学生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正确认识、理解执行党和国家在防汛

抢险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能力，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新理念，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和坚定“四个自信”，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的思想，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培育求真务实、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传承

张謇的治水爱国、实干兴邦、科技创新等水利思想，培养学生踏实严谨、耐心专注、吃苦耐劳、追求

卓越等优秀品质，全面提升学生防汛抢险理论知识水平与能力，培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

人才。 
《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洪灾及防洪系统、防洪措施、蓄滞洪区建设与

管理、防洪组织与工作制度、防洪准备与检查、堤坝险情抢护、水工建筑物险情抢护、河工险情抢护、

堵口与复堤以及防汛抢险新技术共十个章节内容。其中，各章节的知识要点、重点难点以及所挖掘的思

政元素如表 2 所示。 
 

Table 2. Knowledge points,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course chapters 
表 2. 课程章节的知识点、重难点及思政元素 

章节内容 知识点 重难点 思政元素 

洪灾及防洪系统 
气象知识，洪灾产生的原因、类型及危害，

防洪系统，防洪前线物料及运输，汛情的

收集、传递和处理，防洪法律法规 

洪灾产生的原因及

主要类型 
防汛抢险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抗洪精神；张謇的治水爱国思想 

防洪措施 防洪的工程措施；防洪的非工程措施；防

洪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的区别及联系 
防洪的工程措施；防

洪非工程措施 
大禹治水精神；王家坝精神；张謇

的科技创新思想 
蓄滞洪区建设与

管理 
建设蓄滞洪区的目的和要求，蓄滞洪区安

全建设内容及管理 
蓄滞洪区安全建设

及相关内容 
“十六字”治水方针；科学发展观；

爱国主义思想 

防洪组织与工作

制度 
防汛方针和任务；防汛组织机构与职责；

防汛队伍、责任制及防洪预案 

防汛组织机构与职

责；防汛队伍；防洪

预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意

识”；张謇的实干兴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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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准备与检查 汛前准备；汛前工程检查及检查的方法与

要求 汛前工程检查 坚持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安全

第一思想；底线思维，风险意识 

堤坝险情抢护 
渗水抢险、坍塌抢险、漏洞抢险、翻沙鼓

水抢险、滑坡抢险、防风浪抢险、漫溢抢

险、裂缝抢险及凌汛抢险 

各类险情发生的原

因、抢护原则和抢护

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水工建筑物险情

抢护 

水工建筑物险情探查；建筑物渗水及漏洞

抢护；建筑物裂缝及分缝止水破坏抢护；

建筑物地基渗透破坏和冲刷破坏抢护；建

筑物滑动抢护；闸门启闭失灵抢修；穿堤

管道险情抢护 

水工建筑物各类险

情发生的原因、抢护

原则以及抢护方法 

“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

理念 

河工险情抢护 河工建筑物基础知识；河工险情发生的原

因、抢护原则和抢护方法 

河工各类险情发生

的原因、抢护原则和

抢护方法 

求真务实、实践创新、精益求精

“工匠精神” 

堵口与复堤 堵口前的技术准备；堵口的方法；复堤方

法 堵口的方法 培养学生踏实严谨、耐心专注、吃

苦耐劳、追求卓越等优秀品质 

防汛抢险新技术 防汛新技术概述；险情探测、监视新技术；

险情抢护新技术 险情抢护新技术 “四个自信”；防汛信息化和互联

网技术应用 

3.3. 优化课程考核方式 

《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课程总学分设置为 1.5 个学分，共 24 个学时。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课堂学

习讨论及课后反馈表现(40%) + 课程考试(60%)。 
课堂学习讨论及课后反馈表现主要是根据课堂学习讨论情况、课后作业完成情况以及阶段小测试成

绩进行综合评定(每部分各占三分之一)，综合成绩按 40%计入总成绩。除了考核学生对每章节知识点的

复习、理解和掌握程度之外，注重与每章节的课程思政元素相结合，将思政元素融入讨论与考核内容。 
课程考试主要是根据开卷考试卷面成绩评定，试卷题型包括名词解释、判断、简答、论述等，以卷

面成绩的 60%计入课程总成绩。其中，在理论知识考核方面，防汛基本理论知识、防洪工程措施与非工

程措施、防汛组织、准备及检查的题目占 60%；险情种类及特点、堤坝、水工、河工等的抢险技术的题

目占 40%。为了体现思政育人的效果，在论述题目中，要求除了能够正确回答理论结果外，还鼓励学生

能够与专业素养、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张謇水利思想、防灾减灾新理念、底线思维与风险

意识、“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相联系。 

3.4. 教学效果评价 

《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的课程建设基于 OBE 理念并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课

程教学主渠道，在学生专业知识教育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培养学生具备应有的防汛抢险基

础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之外，有效实现了课程的“德育”功能，解决了专业课与思政课程“两张皮”问

题，实现了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提升了教师思想政治素养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素养的水平，有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通过课程改革建设，帮助学生能够认知、恪守、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传承好张謇的治水思想，让学生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方法论正确认识、理解执行党和国家在防汛抢险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能力，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

变”防灾减灾新理念，牢固树立起“四个意识”和坚定“四个自信”，从而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

安全发展理念，形成了踏实严谨、耐心专注、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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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时代快速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工程教育认证和课程思政对农业水利工程的专

业课教学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课程教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前所未

有的机遇，开展相应的课程改革与实践非常必要。因此，针对河海大学农业水利工程的专业工程教育认

证和全面课程思政的要求，并结合《防汛抢险原理与技术》课程实际，基于“OBE + 课程思政”理念对

该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设计，主要从课程教学与思政育人目标、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考核方式等方面

对课程教学设计改革进行了探讨，提出了面向工程教育认证和课程思政的课程教学内容，有助于提升课

程教学质量，同时也为其他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基金项目 

河海大学张謇水利思想研究课题“‘课程思政’改革背景下张謇水利思想的育人元素研究”

(B220170411)；河海大学 2022 年小型教学管理研究项目“基于 Kirkpatrick 模型的课程思政育人成效考核

评价体系建设研究”(2022ZD04)；2023 年河海大学新工科、新农科、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互

联网 + 课程思政’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下新农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2023 年度江苏省教育系统

党的建设研究课题“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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