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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新工科背景，基于OBE理念，结合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模具制造技术》课

程的教学目的，针对课程内容陈旧、教学过程枯燥和评价机制低效的问题，从教学大纲、教学模式和评

价机制三个维度进行课程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效果提升。为本专业乃至工科专业的专业课改革提供

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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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background and the concept of OBE, com-
bining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the major Material Form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Mol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 curriculum reform including teach-
ing outline, teaching mode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were done to improve the outdated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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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boring teaching process and inefficient evaluation method, and obviously promotion of 
the teaching effect was achieved.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specialized courses of this 
major and even engineering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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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制造 2025”战略背景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制造业产业升级需求迫切，用人单位对人才

综合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教育部根据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颁布了涵盖新理念、新

结构、新模式、新质量和新体系为特征的“北京指南”，明确了“新工科”的研究与实践方向。在“卓

越工程师人才培养计划”和“工程教育认证”的大环境下，以成果导向为的核心教育理念已成为共识。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简称 OBE)理念是指以学生通过教育过程所取得的学习成果

为目标，开展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重点关注教育投入的回报与实际产出的现实需要，突出教育的实用

性和教育成果的重要性，是工程教育认证遵循的三个基本理念之一。OBE 理念注重课程优质教学资源建

设、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式课堂教学、引导学生形成基于问题导向的“学思交融”学习模式、

强调过程性学习的课程考核激励，从实施层面看，OBE 理念聚焦于学生学习后获得什么样的能力，能够

做什么事情。OBE 理念是世界公认的本科教育主流理念，其内涵已充分融入工程认证标准中，并在国内

各高校教学改革中得到广泛应用。基于 OBE 理念，史雪婷等[1]对《锻造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实验教学

模式进行了改革探究，修订了符合工程认证要求的教学大纲，利用网络课程实现了课程翻转，并借助虚

拟仿真软件补充了实践环节，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效。马煜林等[2]以 OBE 为导向，对《金属学与热处理》

课程进行了改革研究，提出了完整的课程教学和考核思路，提升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获得了

理想的教学效果。王小博等[3]以 OBE 为导向，针对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实践创新能力提升，探讨了适应

新工科人才培养需求的优质教学模式，对课堂持续改进模式进行了探索。张桂芳等[4]针对《水文课》教

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 OBE 为导向，对课程教学模式、教学内容、考核方式等进行了教学改革探索，

进一步提升了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重庆科技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是重庆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模具制造技术》是本专业

模具方向学生重要的理论必修课程。本门课的主要教学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模具制造基本方法、选材、装

配、工艺规程编制以及各种先进模具制造技术，具备合理设计模具及其制造方法的能力。然而，在新工

科和 OBE 理念的发展背景下，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内容陈旧、教学过程枯燥和评价机制低效等问题愈

发突出。因此，结合学校定位和专业特点，针对本门课程开展以 OBE 为导向的教学大纲、教学模式和评

价机制改革刻不容缓。 

2. 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内容更新缓慢 

本课程教学大纲里模具零件的数控加工编程教学课时偏多，且主要为人工数控编程教学，与当前广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247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龙帅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12475 3058 创新教育研究 
 

泛应用的先进软件智能化自动编程相脱离，学习上述知识后在工作岗位中应用场景少，属于接近工厂淘

汰边缘的制造知识。同时，本课程教学内容体系中缺乏电弧熔丝、激光熔覆等模具增材制造和修复方法

等新型绿色智能化模具制造技术相关知识，学生难以通过课堂学习了解目前先进的模具制造技术，存在

较为明显的课程内容更新缓慢问题。因此，为有效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培养具有区域竞争力的

模具制造人才，需紧跟国内模具制造产业发展潮流，吸纳前沿模具制造技术，并将其转化为教学内容，

实现对教学大纲的更新和重构。 

2.2. 教学过程枯燥 

本课程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课前按照教学计划和内容设计 PPT 和教案，以讲授为主的方式按照课

程表开展教学，并通过学生上课学习状态和作业情况获得教学反馈。教学过程遵循既定的流程安排，学

生在整个学习过程只需要完成听和看的任务，处于学习的被动地位，多数时间扮演的是知识的被灌输者，

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差。同时，本课程知识体系中包含了各种模具加工方法、工艺规程制订和装配工艺

等需要理解记忆的繁杂知识难点，更易使学生对单纯的听课感到枯燥乏味，导致对关键知识点的学习理

解和能力转化困难，进而丧失学习信心，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一步确立学生的主

体地位，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和引导，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课堂参与度，以改善被动学习的

状态。 

2.3. 评价机制低效 

本门课程期末考试占总评成绩的 70%，平时成绩占 30%。平时成绩中，考勤占比 60%，平时作业占

比 40%，重点考查学生的出勤情况，对平时课堂知识点及相关能力的考查较弱。期末试题中，单选题和

判断题分值之和占比达到 50%，重点考查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的情况，而对综合应用能力的评价指标少，

易导致学生“轻平时、重期末”的突击学习心理，形成以短时知识记忆为目标的学习状态，考核机制不

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教学质量，不利于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因此，需要针对平时课程教学和期末考试

开展以能力考查为重点的评价机制改革，以改善评价机制低效的情况。 

3. 课程改革 

3.1. 教学大纲改革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模具方向)专业是属于机械大类专业，涵盖机械工程和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内容，

重点研究机械加工、热处理对模具零件制造的影响和模具装配等内容。《模具制造技术》是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模具方向)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课程内容主要涉及模具制造工艺规程、结构工艺性、机械加工

技术要求、数控加工及编程、电火花加工及编程、典型模具制造工艺、模具的装配和调整等内容。基于

新工科背景对教学内容进行更新，增加了模具数控加工自动编程和先进模具智能增材制造工艺等内容，

削减了模具传统机械加工和数控加工人工编程内容的学时。同时，基于 OBE 理念改进后，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学生应该具备以下能力：掌握常见模具制造方法的基本原理，能够利用前沿的增材制造技术合理

地确定模具加工工艺方案和保证模具制造的经济技术指标，能够融入智能方法合理编制模具零件的加工

工艺规程，能够运用机械加工和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分析处理模具生产技术问题，并具备一定的生产技

术管理知识和工程意识。改进前后的课程安排及课时分配表如表 1 所示。 
此外，在课程资源上进行拓展，针对先进的制造技术，引入更多高端机床和智能制造的视频动画；

针对难以理解的模具装配、试模等内容，引入三维模型等资源进行讲授。同时，将教师目前所主持或参

与的科研项目蕴含的与本课程相关的拓展知识穿插到学习的课程内容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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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urse arrangement and class period alloc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yllabus 
表 1. 教学大纲改进前后的课程安排及课时分配表 

改进前 改进后 

课程内容 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学时分配 

模具技术的发展现状与模具制造的特点 2 模具技术的发展现状与模具制造的特点 2 

模具制造工艺规程 4 模具制造工艺规程 4 

模具零件的传统机械加工 6 模具零件的机械加工 2 

模具零件的数控加工(主要为人工编程 
教学) 

12 模具零件的数控加工(增加数控加工自动编

程内容，削减人工编程内容，占 4 个学时) 
12 

模具零件的电火花加工 12 模具零件的电火花加工(削减线切割人工编

程内容，2 个学时) 
10 

典型模具制造工艺(冲模、塑料模) 4 典型模具制造工艺(冲模、锻模、塑料模) 6 

模具的装配与调整 6 
先进模具智能增材制造工艺 4 

模具的装配与调整 6 

其他模具制造方法 2 其他模具制造方法 2 

3.2. 教学模式改革 

3.2.1. 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 
基于 OBE 理念，将包含专业知识点的 PPT、Word 文档通过 QQ 群、微信群提前发布，布置预习内

容。采用雨课堂平台，在重难点知识点 PPT 页面后立即设置并推送相关单选、多选和问答题，开展随堂

练习，及时了解学生对相关知识点掌握情况，灵活调整授课节奏并进一步开展问题解析解答，解答后采

用随机抽问的形式引导学生复述解析思路，总结记录学情并形成阶段性测验课后习题，通过雨课堂平台

发布使学生进一步巩固专业知识。促使学生对关键知识重难点形成课前有预习、课上有掌握、课后有巩

固的学习模式。 

3.2.2. 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资源更新 
立足新工科背景，通过对学生进行分组并布置课前任务，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借助信息和知识传

播平台的便利性，促进学生主动在知乎、哔哩哔哩、豆瓣等网络平台搜寻与专业知识相关的前沿技术等

课程资源，将相关资源整理成 PPT，通过翻转课堂形式进行演讲，由同学互评和老师点评形成平时成绩，

并将相关优秀资源转变为下一届教学资源，促进教学资源的持续改进。 

3.2.3. 项目式教学模式初探 
基于 OBE 理念，匹配课程内容，开发面向产出的项目式问题，并建立基于 PBL (问题导向)的学思交

融模式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例如，针对冲压模具导柱零件的加工，改变原有“填鸭式”的课堂灌输模

式，提出由学生根据所学知识点，分组讨论、分工协作，完成导柱零件的工艺性分析、工艺规程制订、

原材料选择、数控加工编程、电火花编程及装配论证等全过程内容，并形成项目报告 PPT。通过翻转课

堂形式进行演讲，由同学互评和老师点评形成平时成绩。 

3.3. 评价机制改革 

本门课程传统的评价方式主要通过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对学生的专业知识点掌握情况进行考核，平时

成绩主要以考勤为主，极易导致学生在平时学习过程中缺乏积极性，考试前夕出现“临时抱佛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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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新工科的教学以 OBE 为导向，重视学生将知识点应用于解决具体工程问题的能力培养。《模具制造

技术》属于应用技术的理论课程，因此不仅要考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也要评价学生将理论知

识进行实践转化的能力和对前沿技术消化吸收再应用的能力。基于上述理念，本门课程将占总成绩 30%
的平时成绩由传统考勤评价转化为 4 部分，考勤占其中 1/5，专业知识拓展及课程资源搜集占 1/5，项目

式报告占 1/5，随堂测验及问答参与度占 2/5。同时，占总成绩 70%的期末考试由原本的全为客观题转化

为主、客观并行，客观题目由单选、多选及判断题构成，主观题目考查项目式问题的解决方案制定能力，

采用非标准答案考核，从模具加工工艺方案合理性、模具制造的经济技术指标水平、智能方法应用情况、

机械加工和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分析能力四个维度进行评价。 

4. 结语 

面向“中国制造 2025”等国家战略，培养满足于战略发展需求的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至关重要，“新

工科”的提出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思路。基于重视产出的 OBE 理念，针对《模具制造技术》课程，围绕

教学大纲、教学模式和评价机制三个维度开展了课程改革，探索了新工科背景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

业课的课程改革模式和持续改进机制。初步实践证明，学生知识获得感和对自身能力提升的满足感明显

增强，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取得了有效的课程教学效果提升。为本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其他专业课

程改革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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