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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项目式教学作为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受到了各高校的广泛关注。在基于OBE理念的项目式教

学中，教师主要承担导师或知识顾问的角色，通过引导、咨询、讨论等方式让学生根据项目要求主动学

习，从而实现从思想逻辑到实体操作的转变，并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协作、查阅资料、编程加工等方

式完成项目，体现“项目驱动学习”的教学目的。本文基于OBE理念，分析了PLC项目式教学的适应性

问题，提出了一套基于OBE理念的项目式教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教学特点和教学效果进行了分析。

教学实践表明，利用该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益得到明显改善，并

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能力，具有较强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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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based teaching,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rections of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ha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from all universities. In project-based teaching based on 
OBE concept, teachers mainly assume the role of tutors or knowledge advisors, and let students 
learn actively according to project requirements through guidance, consultation and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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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a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deological logic to physical operation, and let students 
complete their projects through independent learning, collaboration, consulting data and program-
ming and processing, reflecting the “project-driven learning” teaching purpose.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aptability of PLC project-based teaching, and proposes a set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and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iveness are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e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using this teaching mod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students’ learning benefits are signifi-
cantly improved,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are effectively im-
proved, which has strong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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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PLC 视阈下，教育理论知识可应用于真实和具体的教学场景中，使不同的教学资源找到对应的教学

实践附着点[1]。在我国高校中，许多课程都存在滞后现象，使得当下的学习效率以及学习方法没能根据

时代变迁得到及时的更新，这在人才济济的大学中是最致命的缺陷。俗话说“铁打的课程流水的人”，

让授课老师的方法与时俱进，合理变通，找到最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是学科发展进步的体现，也是高

校教学改革的源动力。特别在面对国际竞争的新形势和国家战略的新需求，亟须革新高校教育[2]。其中，

项目式教学作为工科课程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其教学方式就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3]。目前，已经在很

多高校开展了项目式教学实践。 
在传统的 PLC 教学中，教师主要是对课本的基本原理、程序指令以及各个电子元件的功能进行讲解，

但对知识的应用讲解和实践锻炼较少，不利于学生掌握和应用知识，严重制约了学生动手能力、解决实

际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新时代的教学中，需要教师探索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PLC 项目式

教学。该模式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将理论性强的知识应用化，将学生的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利用

生活中蕴含课程专业知识或原理的实际事例进行诠释，从而让专业知识的学习应用更接地气，以促进学

生对知识的有效地吸收[4]。以笔者承担的《PLC 原理及应用》课程为例，教学实践表明，有很多新研究

出的结论和方法都可以应用于真实的教学环境中，老师可以根据这个特点设置新的教学要求，从而让学

生的理论学习与知识应用实践有机结合。这样可以让学生收获的知识能有一个对应的坚固的附着点，从

而反馈到学生的知识巩固，让“即学即用”的观点深入学生的学习生涯中，是高效教学的最佳方法。因此，

开展 PLC 项目式教学有利于学生理论、应用、实践能力的提高，促进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的培养。 

2. OBE 理念与 PLC 项目式教学的适应性问题 

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即成果导向教育，是一种围绕教学目标反向设计，配合多元化、

立体化教学措施以及个性化学习要求，帮助学生提高成功机会和学习期待，完成自我挑战、自我实现。

同时通过系统科学的教学评价，不断完善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的教育教学模式，又有目标导向教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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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导向教育等不同称谓[5]。OBE 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尽管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但是否与 PLC 教

学匹配还需要根据教学内容、方式、特点和要求等进行判断。PLC 作为当今社会热门且重要的技术，专

业性很强，并且需要大量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尤其在电路设计、程序控制与 PLC 软件应用等方面均

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因此，需要改革传统教学方式，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将理论性强的知识应用化，

强化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PLC 原理及应用》课程为例，该课程可以通过学生项目或任务以配合 OBE 教学。此外，PLC

通常所涉及电路原理、三维制图技术、电路控制仿真、机电一体化技术等多种技术，所以针对某一知识

点能够设置多个任务，从而满足项目式教学要求。PLC 设置的项目同时也符合 OBE 教学理念，具体表现

为以下几个特点：① 预期的学习成果而非教材。② 毕业要求而非主观经验。③ 关注衔接而非相互孤立。

④ 体现教师特色而非照本宣科。⑤ 系统地规划而非随意组织[6]。例如：项目具有准确的预见性，能够

在非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要求；项目具有客观性，具有实体实效而不是笼统的概念；项目有较好的可配合

性，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新的难以摸索的项目。由此可鉴，OBE 理念与 PLC 项目式教学相得益彰，具有互

助互进的作用。两者的配合能有效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强化学生的实际动手能

力，助力实现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3. 基于 OBE 理念的 PLC 项目式教学方式 

3.1. 教学模式 

基于 OBE 理念的 PLC 项目式教学是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教学目标，以学生为中心，以 OBE 项目驱动

为学生学习动力，采用以线下教学为主导，以线上教学和互联网平台为辅助的混合教学方式开展教学，如图

1 所示。其中，PLC 项目作为的 OBE 理念的成果导向，主要根据课程教学、企业及社会、人才及能力培养等

的相关要求进行设定。考核方式则通过过程、项目、课程知识点掌握情况和能力等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eaching model 
图 1. 教学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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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 理念下的项目式教学不仅是一种教法，也是一种“理实一体化训练”途径[7]。它通过给学生设

置一个设计要求和项目目标，让学生根据已学知识进行合理的逻辑设想，从而建立项目的反式导向学习。

由于设计的自由化，因此对于不同项目的具体需求，有多元化的配套教学方式，从而使教学过程充满活

力，使学生学习更加积极主动。以 PLC 自锁设计项目为例。首先老师基于综合考虑提出任务要求，并让

学生查阅书本和收集相关资料，从而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进行预习。再结合企业和生活实际中的自锁产

品，让学生了解到自锁现象，并给予相关设备、材料、关键知识点等指导或引导，让他们进行讨论、仿

真编程、实践与操作，并让他们在摸索中学会如何连接电路、编程等。在他们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实时

给予提示、咨询和帮助。如果任务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则通过引导、团队沟通、讨论等解决问题，并

结合实验程序进行原理讲解，鼓励学生积极完成任务，从而帮助学生对知识点的原理和实践应用有深入

了解，挖掘学生的潜力，增强学生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团结协作、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3.2. 教学过程 

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需在课前准备一个或多个具体的项目任务，并提出相应的任务要求。基于项

目内容，罗列出涉及的知识范围以及需要的操作技术，制作一些有简单概念问题的知识导案，辅助学生

预习以及查询资料。学生则需要根据老师发出的预习通知，按步骤进行预习以及对涉及的已学的知识进

行及时的复习。同时，利用考核、奖励、惩罚等制度，强化学生对预习的重视程度。 
在课堂授课阶段，教师除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外，还需要基于项目要求，展示往届的相关学生作品，

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激发学生内在潜力，通过讨论和思考形成项目完成的思路框架，或引导和启

发学生完成项目制作的努力方向。当学生对知识点或作品存在异议或不理解的地方时，教师应根据问题

及时向学生解答。在解答时，通常以引导为主，让学生在引导或问题提示下，不断深入思考并挖掘自身

潜力，最终完成相关知识点的学习，并基于所学习的知识完成项目。通过引导、讨论、自主学习、教师

解答、重要知识点解读等过程，让学生对课程知识有较深入的了解。同时，利用课堂检测的方式，让每

个学生完成相应的知识点总结，老师根据学生的总结情况进行点评并提出意见。 
在课后学习阶段，学生根据项目任务要求，积极收集相关资料，并利用所学知识，通过团队讨论、

咨询、协作等方式确定项目方案，并自主完成项目任务。教师则利用网络资源或线上平台及时解决学生

在完成项目过程中反馈的问题，同时提供学生适宜的帮助，促使学生最终能完成项目，并在此过程中培

养学生知识应用的能力、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团结协调的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3.3. 教学实践与效果 

通过文中所述教学模式，笔者对本校机械学院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专业和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2014~2019 级的 12 个班学生开展了教学实践。教学实践表明，该基于 OBE 理念的 PLC 项目式教学模式

能有效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让学生在更广宽的思维空间里进行创新设计，并且能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性，

增强学生动手实践及解决实践工程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创新探索精神。授课班级利用项

目成果先后参加了中国机器人大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等多种比赛，并多次获得好评。因此，基于 OBE 理念的 PLC 项目式教学模式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动手实践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起到良好的效果，深受师生好评。 

4. 结语 

在科技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人才的培养已成为高校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基础和保障。传统教学模式与社会对人才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探索有效的新型教学模式，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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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已是高校当下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 OBE 理念的 PLC 项目式教学的改革

与实践表明，在该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学生实验、实践能力大幅改善，学习

积极性高。其原因主要在于项目式教学让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进行修改、思考、试错。其次，在实践操作

方面，通过项目完成过程中的编程、软件应用等环节让学生更加熟练 PLC 实际应用过程以及对软件的应

用原理有更深刻的理解。另外，在 PLC 项目式教学中可以挖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从而对软件

应用和专业知识相对扎实的学生有很大的鼓励和促进作用，可有效激发学生的探索和创新精神，提高激

发学生主动学习和专研兴趣，并且可助力部分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在相关的竞赛或科技探索中取得优异成

绩。因此，开展基于 OBE 理念的项目式教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行性，可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性，增强

学生动手实践及解决实践工程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创新探索精神，促进创新性复合型人

才的培养，可在相关学科进行实践与推广，从而为企业、社会、国家培养卓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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