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4), 799-805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4131  

文章引用: 陈书涵, 何志勇, 陈小敏. 基于 OBE 理念的课程目标达成与评价体系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4): 
799-805. DOI: 10.12677/ces.2022.104131 

 
 

基于OBE理念的课程目标达成与评价体系研究 
——以制造工程基础课程为例 

陈书涵，何志勇，陈小敏 

长沙理工大学汽车与机械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2年3月28日；录用日期：2022年4月20日；发布日期：2022年4月27日 

 
 

 
摘  要 

OBE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课程教学遵循专业认证标准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文依据

OBE理念，从课程目标达成与评价视角，探索了OBE在课程教学过程组织与实施方法。进而以制造工程

基础课程为例，详细地介绍了课程目标确定、课程目标达成策略及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等过程是如何实

现OBE。为其他课程的教学过程实施提供了思路，以供同行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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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E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an essential content for course teaching to comply with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OBE in 
the course teaching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rse goal achievement and evaluation. 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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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he basic course of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how to 
achieve OBE in the course goal determination, course goal achievement strategy and course goal 
achievement evaluation. It provides idea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other 
courses,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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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作为我国三级专业认证体系最关键的一环[1] [2]，特别是作为通过国家一流专业验

收的敲门砖，已经尤显格外重要。OBE (Outcome 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教育)作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标准三大核心理念之一[3]，已经深入人心，相信在我国高等院校的各个专业、各位教师都为之熟悉。如

黎书文等人[3]基于 OBE，以机械原理课程为例，确定了合理的课程达成目标，对其支撑的相关毕业要求

指标点具体化，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出发点，构建了毕业要求、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三者之间的对应支撑

关系，通过制定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设计教学内容、考核方式及相应细则。侯红玲等人[4]依据 OBE，
以机电传动控制课程为例，详细设计了课程达成度评价策略。张文会等人[5]根据专业的毕业要求确定了

教学目标，以及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之间的支撑矩阵，进而利用期末考试和课内实践成绩开展了毕业要

求指标点达成度测算，并根据达成度数值提出了持续改进措施。张晓青等人[6]对课程目标达成度的组合

评价法展开了研究。针对课程目标实施不同单一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对评价结果先后进行两次组合，先

进行基于评价结果一致性较低的一次组合赋权，可得到一致性提高的组合评价结果，再进行基于一致性

较高的二次组合赋权，可得到一致性收敛的组合评价结果，实现对课程目标的最终评价。姜大伟等人[7]
基于 OBE，介绍了在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目标，分解课程目标指标点并赋值，然后根据课程考试结果及

所赋数值，计算得到课程目标达成值。张冬梅等人[8]根据专业认证，研究了课程达成度的评价机制、评

价方法、数据来源、评价周期、评价结果与反馈等可操作方案。解芳等人[9]以机械原理课程为例，依据

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制订了合理的课程目标，建立了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间的矩阵关系，进而根据课

程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及考核方式，制订了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策略。但是怎样合理地实施 OBE，特别在

课程目标的合理确立与达成及评价中，上述研究中还是存在较模糊的概念。 
因此本文将以制造工程基础课程为例，从课程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组织、学习成果评价等方

面，详细地介绍了如何在课程中合理地实施 OBE 理念，以供各位参考。 

2. 课程简要介绍 

制造工程基础是长沙理工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核心课，必修课。2008 年，本专业根据

宽口径专业改革的人才培养目标、知识结构要求及课程体系的改革方案，对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主干学科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决定将原来机械制造的三门专业课(金属工艺

学、机械制造工艺学、金属切削技术及设备)整合优化为一门“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并定为本专业主干

技术基础课。为探索适应新的课程体系下的教学手段、方法以及课程知识点之间的有机联系，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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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学任务修订，在原来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基础上，增加了热成型、压力加工部分，课程名称更

改为制造工程基础。目前课程内容已经形成了以金属切削原理和刀具为基础、机械制造工艺为主线，兼

顾毛坯制造方法与制造装备，内容精益而完整的课程体系，同时补充了先进制造技术内容。 

3. 课程 OBE 理念实施途径 

3.1. 合理确定课程目标 

一门课程的所有教学活动，都是围绕课程目标而实施。根据产出导向原则，首先确定制造工程基础

课程总目标为：学生能够根据机械零件工程图纸要求，运用所学知识点，考虑工艺经济成本，寻求最佳

的零件加工工艺方案。另外根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课程目标应该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

成，因此依据课程总目标进行合理分解成多个分目标，依此更合适地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本课程分目

标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rse sub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表 1. 课程分目标–毕业要求关系表 

毕业要求 指标点 与课程关联度 课程分目标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

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

用于解决机械设计、制造、控

制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1.4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

方法用于机械设计、制造、控制

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的比较与综合。 

H 

目标 1：能运用所学知识，提

出零件多种材料选择、毛坯

制造、基准选择、定位方案、

零件加工方案等，并能进行

对比分析。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

计针对机械设计、制造、控制

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

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

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

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

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3.2 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机

械零部件的设计；能够进行系统

或加工工艺流程设计，并在设计

中体现创新意识。 

H 

目标 2：能根据零件使用性能

及相关技术要求，把机械制

造等相关专业知识用于零件

加工方案的工艺规程设计

中，并体现创新意识。 

3.3 能够在机械零部件设计与制

造及机械系统设计的过程中综

合考虑社会、环境、健康、安全

和文化等制约因素。 

H 

目标 3：能在零件加工工艺方

案制订过程中，考虑环境污

染、操作人员身体健康等因

素影响。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

采用科学方法对机械设计、制

造、控制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

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

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1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过文

献研究或相关方法，调研和分析

机械设计、制造、控制中的复杂

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H 

目标 4：能认识零件加工有多

种方案选择，并通过查阅相

关手册及期刊文献等，找到

有效的零件加工工艺方案。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

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1.2 能在多学科环境下，能将工

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应

用于设计开发解决方案中。 
H 

目标 5：能对多种零件加工工

艺方案进行经济成本分析，

并选择最优加工工艺方案。 

3.2. 达成课程目标的教学策略 

1) 构建课程分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映射关系 
依据 OBE，要达成课程预期的各个目标，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知识点)，进而寻求最佳的教

学方法，促进学生达到课程学习的预期目标。因此一门课程如果按照 OBE 理念组织教学，必须建立课程

分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映射关系。基于上述原则，本课程构建的映射关系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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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iculum sub goal,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 
表 2. 课程分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映射关系 

课程分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目标 1：能运用所学知识，提出零

件多种材料选择、毛坯制造、基准

选择、定位方案、零件加工方案等，

并能进行对比分析。 

系统讲授毛坯制造(铸造、锻造、焊接、

冲压)、基准选择(粗、精基准)、定位方

案、零件加工方案等知识与应用；结合

大量案例，强化学生对上述各环节选择

方案对比分析的能力。 
1、课堂案例、启发式讲授 
2、课堂回答问题 
3、平时作业与自主预习 
4、阶段测验与期末考试 

目标 2：能根据零件使用性能及相

关技术要求，把机械制造等相关专

业知识用于零件加工方案的工艺规

程设计中，并体现创新意识。 

结合工程实际，以案例等方式，系统讲

授零件加工工艺规程设计中所涉及知识

运用，以达到零件使用性能及相关技术

要求。讲授目前机械加工中新工艺、新

方法。 

目标 3：能在零件加工工艺方案制

订过程中，考虑环境污染、操作人

员身体健康等因素影响。 

1、课堂讲授零件加工工艺方案制订过

程中，对环境污染、噪声、操作人员身

体健康等处理措施 
2、配套 CDIO 三级项目 

以 4~5 人为一组形式进行CDIO三

级项目(XXX 零件加工工艺方案设

计与仿真加工)。项目要求：1、能

在零件加工工艺方案制订过程中，

考虑环境污染、噪声、操作人员身

体健康等因素影响并提出处理措

施；2、通过查阅相关手册及期刊

文献等，提出 2 种及以上加工方

案，并对多种加工方案进行经济成

本对比分析，从而找到有效、最优

的零件加工工艺方案。 

目标 4：能认识零件加工有多种方

案选择，并通过查阅相关手册及期

刊文献等，找到有效的零件加工工

艺方案。 

1、课堂讲授相关手册查阅方法 
2、配套 CDIO 三级项目 

目标 5：能对多种零件加工工艺方

案进行经济成本分析，并选择最优

加工工艺方案。 

1、课堂讲授零件加工工艺方案经济成本

分析方法 
2、配套 CDIO 三级项目 

 
2) 以目标为导向，采取任务驱动式教学方式，重构课程教学组织关系 
在授课前期即告之学生在本课程中应完成考核内容之一为“CDIO 三级项目(XXX 零件加工工艺方案

设计与仿真加工)”的产出成果，以完成“CDIO 三级项目”的任务为主线，对完成该任务的各阶段任务

和所需要掌握的知识点进行分解，构建图 1 所示的课程教学组织关系，使学生更加清晰自己“要做什么、

我需要学什么”[10]。 
3) 依据 OBE，实施形成性与终结性相结合的多元考核评价方式 
要达成课程各个分目标，相关的考核评价是必不可少。由于课程分目标会呈现多种不同形式的内容，

因此选择多元的考核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多元考核评价方式必须依据课程分目标的内容来进行合理地选

择。本课程根据课程分目标，经过课程组研讨，采用课堂学习、自主学习、三级项目、阶段测验、期末

考试等五种考核评价方式，对各个分目标进行评价。具体考核方式与成绩比例构成如表 3 所示。 
4) 建立课程合理性审核与持续改进制度，形成机制与动态保障 
为确保课程学习结果达成的成效，课程组形成教学材料审核、考核方式与内容审核、课程目标达成

评价过程审核等。另外为了注重课程学习成效，不断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课程组制订了课程教学持续改

进流程，不断改善教学方法与内容等，为提升课程教学质量提供动态保障。 

3.3. 实施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其目的有三：第一总体评价，关注总体学生各个课程分目标的达成情况；第二个

体差异，关注每个学生各个课程分目标的达成情况，以便在后续有针对性的帮扶；第三持续改进，针对

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有目的性地改进教学方法与内容、考核评价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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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urriculum teaching organization diagram 
图 1. 课程教学组织关系图 

 
Table 3. Course assessment method and achievement ratio 
表 3.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比例 

课程分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依据 成绩 
比例
(%) 

课堂 
学习 

自主 
学习 

三级 
项目 

阶段 
测验 

期末 
考试 

目标 1：能运用所学知

识，提出多种零件材料选

择、毛坯制造、基准选择、

定位方案、零件加工方案

等，并能进行对比分析。 

以课堂学习、学习通自主学习记录、阶段测

验、主题讨论、期末考试等形式，考察学生

能“正确运用所学知识，提出多种零件材料

选择、毛坯制造、零件的加工方法、基准选

择、刀具与设备选择、定位方案等并能进行

对比分析”。 

√ √  √ √ 约 40 

目标 2：能根据零件使用

性能及相关技术要求，运

用机械制造等相关专业

知识用于零件加工方案

的工艺规程设计中，并体

现创新意识。 

以课堂学习、学习通自主学习记录、阶段测

验、主题讨论、期末考试等形式，考察学生

“能根据零件使用性能及相关技术要求，运

用机械制造等相关专业知识”用于“零件加

工路线设计中，并能使用新工艺改进加工路

线”。 

√ √  √ √ 约 30 

目标 3：能在零件加工工

艺方案制订过程中，考虑

环境污染、操作人员身体

健康等因素影响。 

以项目中工艺方案的可行性分析的情况，来

考察学生“在零件加工路线制订过程中，考

虑环境污染、操作人员身体健康等因素影

响”的能力。 

  √   约 5 

零件加工任务布置

分解子任务与所需掌握知

识点

金属工艺学

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

金属切削方法与装备

机械制造工艺学

课堂研讨

资料研读与研究方案制定

零件与毛坯

CAD建模

选择毛坯材料与制造方法

选择加工方法、工具、量

具、刀具

选择加工装备、装夹定位

方式

计算加工工艺参数

完整加工技术方案

建立虚拟加工仿真流程

载入CAD模型

设定毛坯

设定装备、工具、量具、

刀具

设定装夹定位方式

设定工艺参数

仿真验证与加工作品检验

设计结果

教师课程教学环节 学生自主设计环节 学生加工验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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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目标 4：能认识零件加工

有多种方案选择，并通过

查阅相关手册及期刊文

献等，找到有效的零件加

工工艺方案。 

以项目中加工路线制订过程分析的情况，来

考察学生“能认识零件加工有多种方案选

择，并通过查阅相关手册及期刊文献等，找

到有效的零件加工方法”的能力。 

  √   约 15 

目标 5：能对多种零件加

工工艺方案进行经济成

本分析，并选择最优加工

工艺方案。 

以项目中多种工艺方案的经济成本评价的

情况，来考察学生“能对多种零件加工工艺

方案进行经济成本分析”的能力，并以此确

定最优方案。 

  √   约 10 

合计 100 

 
本课程目标达成评价采用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主要针对阶段测验、期末考试、自主学

习(超星学习通平台任务点完成比率)等内容进行评价；定性评价采用评分表法，针对课堂学习、CDIO 三

级项目等内容进行评价。其具体计算方法为：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评价值等于样本总数对每项课程目标的

平均成绩除以每项课程目标的目标分值。 
另外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值取每项课程分目标达成度的最小值。其次根据本专业设定的课程目标

达成度目标值，若本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值大于达成度目标值，则认为课程目标达成。反之，则未达

成。 
根据上述方法，本课程某学期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Evaluation of curriculum goal achievement 
表 4.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课程分目标 考核内容 目标分值 平均成绩 达成度 记录文档 

课程目标 1 课堂学习/自主学习/阶段测

验/期末考试 1、2、3 大题 
5 (课堂学习) + 3 (自主学习) +  
5 (阶段测验) + 24 (期末考试) = 37 26.706 0.722 

成绩统计

表、期末考

试、CDIO
三级项目

报告、学习

视频预习、

课堂讨论、

平时作业、

阶段考核

成绩、课堂

考勤记录

等 

课程目标 2 课堂学习/自主学习/阶段测

验/期末考试 4、5 大题 
5 (课堂学习) + 7 (自主学习) +  
5 (阶段测验) + 16 (期末考试) = 33 25.148 0.762 

课程目标 3 
CDIO 三级项目：考虑环境

污染、操作人员身体健康等

因素影响 
5 3.636 0.727 

课程目标 4 
CDIO 三级项目：工艺方案

对比及加工工艺参数选择

等 
15 13.004 0.867 

课程目标 5 CDIO 三级项目：经济成本

分析 
10 8.584 0.858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 

达成度评价目标值：0.66  本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值：0.722  达成度评价结论：达成 

4. 结论 

本文结合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家一流专业建设，按照 OBE 理念，以制造工程基础课程为

例，对课程目标达成与评价进行了系统设计，从课程目标的合理确定，达成课程目标教学策略的实施及

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等，内容完整，为课程实施 OBE，提供了教学范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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