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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一流建设环境下，根据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两性一度”金课标准，对标学校的课程认证标

准，以学生为中心，构建了《智能生产计划与控制》课程预期学习成果(ILOs)，ILOs具备高阶性的知识、

能力、素质相融合的特点，针对每项学习成果设计了具有创新性、挑战度的教学内容，确定了相应的教

学方法和策略，制定了学习成果评价标准和评价反馈机制，持续提高教学质量及课程水平，实践证明，

基于ILOs的课程实施，培养了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实现了该课程的人才培养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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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gold course 
standard with high-level, innovative, and challenging characteristics, benchmarking against the 
school’s curriculum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student-centered, the expected learning outcomes (ILOs) 
of the Intelligent Production Planning and Control course have been constructed. ILOs possess 
advanced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ng quality, 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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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hallenging teaching content has been designed for each learning achievement, correspond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 have been determined, learning achievement evaluation stan-
dards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have been formulated, and teaching quality and course level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LOs based courses 
has cultivated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and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ie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goals of this course have been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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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目的是提高专业课程的建设质量，在课程建设和实践过程中要牢固树立

课程建设的新理念，积极进行课程改革的创新性，研究并实施科学的课程评价标准或体系，对标教育部

的“两性一度”金课标准，提升课程的高阶性、突出创新性，增加挑战度，优化课程质量，提升教师水

平，提高学生能力，增强课程学习内容的实用性[1]。 
《智能生产计划与控制》课程建设与实践，以学生为中心，在研究和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

通过团队实践、分组讨论、项目式(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教学[2] [3]、翻转课堂等形式开展教学方

法设计，在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过程中进行深度的专业学习[4]，以能力培养为导向设计教学策略和评价

标准体系及反馈机制，持续改进，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非技术能力和素质[5]，包括自主学习、沟通交流、

领导能力与团队协作、分析–设计方案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学术表达、批判性思维等，这些能力

和素质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Figure 1. ILOs for the course of intelligent production planning and control 
图 1. 《智能生产计划与控制》课程 I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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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生产计划与控制》课程建设技术路线：围绕课程培养目标，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预期学

习成果(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 ILOs)，基于 ILOs，设计课程教学和实践内容、教学策略、评价方式、

反馈机制等进行课程建设与实践。 

2. 课程预期学习成果构建 

依据专业定位和课程培养目标，结合智能制造专业《智能生产计划与控制》工程教育认证中的毕业

要求相应的支撑指标点，以学生为中心，构建预期学习成果，如图 1 所示。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使学生应能够：了解并掌握制造生产计划与控制的地位、作用和方法，掌握生产

系统规划、生产计划执行、过程监控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典型的先进制造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应用

技能、实践技能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非技术能力和素质。图 1 中，各项学习成果明确、

可落实、可评价、可达成，其知识、能力、素质相融合，目的是培养大学生设计分析方案、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的技术能力及创新实践能力等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沟通交流等综合职业素养。 

3. 论文写作注意事项 

3.1. 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优化设计 

课程以生产系统为主要对象，具体包括基础知识模块、实验讨论模块和研究选题模块三类主要内容。

其中基础知识模块主要包括生产系统构成、生产计划体系、库存管理、作业排序与控制等核心基础知识；

实验模块主要包括流水生产企业的生产线平衡实验和模拟生产过程的仿真实验；研究选题模块以培养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与创新能力为目标，通过学生分组完成自主选题、研究开发与总结汇报等内容。以流水

生产企业的生产线平衡实验为例，设计并确定实验教学思路和要点，如图 2 所示，实验流程的设计如图

3 所示。 
在教学策略和教学模式的改革中，密切关注科技前沿、社会热点问题及企业当前的迫切需求等，设

计课程相关专业提问、讨论的专业题目，精选课程的思政元素[6]，在讲授专业知识、指导课程实验的同

时注重价值的引导。这种由问题驱动、理论 + 实验探究、分组讨论的教学方式，保证了学生学习专业知

识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学生全优培养的培养目标。 

3.2. 评价标准反馈机制建设 

设计《智能生产计划与控制》课程基于 ILOS 的成绩梯度评价体系，如图 4 所示。 
 

 
Figure 2. Teaching points of production line balance experiment 
图 2. 生产线平衡实验教学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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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line balance experiment 
图 3. 生产线平衡实验流程 

 

 
Figure 4. A gradual evaluation system for student grades based 
on ILOs 
图 4. 基于 ILOs 的学生成绩梯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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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4，在基于 ILOS 的学生成绩梯度评价体系设计方面，遵照“基本目标达成”和“创新能力养

成”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定。 
1) 基本目标达成：占总成绩的 60%，学生掌握了基础知识并能够进行综合运用完成实验研究，对基

本目标达成类设计相应的考核方法如下： 
i) 平时成绩 + 课后作业成绩 + 综合实验成绩：主要包括平时上课及实验考勤、课堂讨论、课后作

业及两次综合实验。此部分占基本目标达成成绩的 50%，占总成绩的 30%。 
ii) 期末考试：占基本目标达成成绩的 50%，占总成绩的 30%。 
2) 创新能力养成(占总成绩的 40%)：学生完成了研究选题模块的课程内容学习与研究实践，通过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训练，达到创新能力提升的目标；以实验小组为单位进行考核赋

分，个人成绩 = 小组成绩 × 个人贡献度系数 × 教师评价系数。其中贡献度系数按小组成员所占比例归

一化处理后得到。 
对创新能力达成类设计相应的考核方法如下： 
i) 实验过程设计及操作：占创新能力达成成绩的 20%； 
ii) 实验总结分析：占创新能力达成成绩的 30%； 
iii) 结课答辩：占创新能力达成成绩的 50%。 
为评价学生的能力达成情况和预期学习效果，每学期课程结束后进行能力达成度分析并制定评价反

馈机制，设计能力达成情况的调查问卷，与学生进行座谈讨论，听取学生的改进意见反馈和建议。课程

相关教师定期参加教学及专业相关培会，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课程设计能力。优化课程教学内容，把课

程思政案例融入到教学和实践过程，不断优化评价方法和教学方法，同时，及时了解社会对毕业生的需

求，用于指导持续改进课程内容和实践内容，提高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和先进性。通过以上的课程内容及

教学模式设计和实施，依据评价标准持续进行课程的评价，教学及实验内容方法的改进，实现课程和实

验教学的闭环管理和持续优化。 

4. 结束语 

在双一流建设环境下，根据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两性一度”金课标准，对标学校的课程认

证标准，以学生为中心，进行了《智能生产计划与控制》课程建设与实践。通过不断改进，使学生在理

论学习和工程实践中发现和解决问题，牢固的掌握了相关知识，扩大了学习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培养了

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及工程思维，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通过课程的实验培养了学生工程创

新实践能力[7]及核心素养，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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