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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OBE的背景与目标

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

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是内涵发展

 内涵发展的关键是特色

 高等教育的质量就要加强高等教育的内涵

建设，凝练特色



一、实施OBE的背景与目标

挑战  实现特色的障碍：

 同质化的课程设置

 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体系

 培养目标与培养手段的分离

 创新的困难：目标不清晰

 科学发展的困难：一次性、运动性

的改革多，系统性、渐进性改革少

汕大OBE
改革标



一、实施OBE的背景与目标

改革
目标

 正确定位、明确特色；从以学科为中

心的课程体系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培

养体系转变

 在清晰目标的基础上创新培养模式

 在明确的理念指导下系统性改革，持

续改进，科学发展



一、实施OBE的背景与目标

选择
OBE

 实施CDIO工程教育改革的经验

 从“愿景”明确定位 → 确定CDIO教学大

纲，回答“培养什么人”

 基本理念（CDIO为背景环境） → 课程理

论+最佳实践确定CDIO的标准， 回答“如

何培养人”

 OBE是回答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回答工程

教育认证和审核评估最有效的工具



OBE的核心要素 1-2-3-4-5：

二、基于学习结果（OBE）的教育方法简介

 1个范式：由“when”、“how”转向
“what”、“whether”

 2个目标：设定学生要达到的目标；提供条
件保证学生达到目标

 3个前提：所有学生都能成功；不同学生成
长的方式与进度不同；成功的学习能促进更
成功的学习

 4个原则：明确的学习目标；多样的学习机
会；高期望值；向下设计

 5个操作元素：时间；方法与模式；以四个
实施原则为指导；设定表现标准；保证学习
机会的可获得性



二、基于学习结果（OBE）的教育方法简介

OBE
解读

 目标导向
 注重特色，克服同质化
 模式与方法多元化，培养模式创新
 目标可测，支持持续改进

 向下设计
 贯彻顶层设计，落实特色与定位
 课程整合的依据，打破学科壁垒
 隐性课程显性化，教师教学创新的基础
 学生行为作为学习结果，自主学习、多元学习



三、汕头大学实施OBE的设计

 以专业培养为实施OBE的着力点
 专业教育是当前本科教育的核心
 专业是连接学校定位与师生行为最有效的纽带
 专业的定位、培养特色的确定于表述清晰、实际
 本科教育的核心力量在专业

 以泰勒课程理论划分实施阶段
 1、选择教育目标 – 定位、特色
 2、设计教育经验 – 设计培养方案
 3、组织教育经验 – 教、学、考探索与改革
 4、评价教育计划 – 评估与持续改进



三、汕头大学实施OBE的设计

实施OBE各阶段的总体思路



三、汕头大学实施OBE的设计

特色与定位 培养方案 教学实施 考核与评估

目标定位

专业标准

教学理念

设计原则

以实现学习
结果为依据

• 建立在利益相关
者调查分析基础
上

• 明确特色

• 标准：包括知识
与能力，细化、
可测评、用学生
表现表达
（outcomes, 
ILO）

检验、
持续改进

• 形成性考
核与终结
性考核结
合

• 明确的目
标促进自
我培养

• 以学生为中心

• 知识能力一体化
发展

• 目标导向
• 贯彻理念
• 向下设计

• 允许不同组合方
式

• 为e-learning准
备

• 每个教学环节有
明确的知识、能
力培养任务

• 教改和创新以实
现培养任务为依
据

• 多样目标要求多
样教学方法（创
新）

实施OBE各阶段的要求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2012年起每年投入600万元

2012.3 - 2013.3 第一阶段：各专业确定专业
定位与特色，并把定位与特色表达我专业培养
标准

2013.3 - 2013.9 第二阶段：各专业根据专业
培养标准设计培养方案，ILO分配给课程

2013.9 - 第三阶段：各门课程根据所分配
到的ILO设计教、学、考方法，并实施教学

2013.9 - 第四阶段：评估教学结果，交流
总结教学方法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2012.3-2013.3，第一阶段，31个本科专业

各专业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本专业的定位、特色

系主任组织骨干教师组成核心团队

从现有培养目标、课程计划开始列出本专业现有培养目标

通过对教师、学生、校友、用人单位的调查，对本专业国
内外发展趋势的分析修订本专业培养目标

将修订后的培养目标发给全系教师，然后召开全系教师会
议讨论确定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以专业培养目标为基础将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细化为学生的
学习结果，形成专业培养标准

 按照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定义学习结果的熟练程度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专业培养标准知识能力的分解

1. 知识的分解

 知识体系：工具性、人文社科基础、数学与自然科学
基础、专业（专业核心知识、特色专业知识）

 知识领域

 知识单元：

 知识点

2. 能力的分解

 第一级：x.

 第二级：x.x

 第三级：x.x.x



第一阶段的过程与收获：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31个专业培养标准

31份专业培养标准制定报告，分析专业现状、凝练特色

学习与创新

职业生涯发展需要

就业渠道扩展变化

词频分析

胜任力模型

使用社会科学工具：SWOT分析、调查表设计等



2013.3-9第二阶段，各专业根据各自专业培养标准

设计专业课程计划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专业课程计划设计的基本原则

以达到专业培养标准所规定的学生学习结果果为目标，保证专业

培养标准所规定的学习效果得到明确的落实（学习目标的可追溯

性）

以学生为中心，以适应学生成长路径为主线，保证培养效果的切

实实现（培养方案的适应性）

以明确的教学理念（education philosophy）为指导，保证学

生的知识与能力的一体化发展（培养过程的科学性）



各专业课程计划的设计要求：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建立培养目标（标准） – 课程计划 – 课程教学
– 考核与评估 – 改进提高链条，形成闭环

课程（包括所有培养环节）设置以有效实现培养
目标为核心，不能反推

以学生为中心，适应学生发展，兼顾学科的系统
性，均匀安排学生学习负担

清晰体现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脉络

前瞻性（考虑e-learning）发展要求



各专业课程计划的设计要求：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以学期为学习节点：
 定义学生成长
 便于课程（培养环节）的设计
 作为判断学生“升留级”的指标
 为e-learning的“知识地图”打下基础

教育理念
 作为课程（培养环节）设计的指导
 作为教学改革的理论基础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学生的成长
 以专业培养目标为基础
 审查专业培养目标，明确特色
 按时间顺序对每一条目标在每个学期应该达到的程

度进行规划、设计
 以学生的学习效果表达每条专业培养目标在每个学

期需要到达的要求
 将分解后的知识点和第三级能力目标分配给各条专

业培养目标。能力培养目标会出现重复
 学生学习负担
 以每周不超过40小时为基础
 讨论规定学习负担测量方法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课程计划（培养环节）设计
 以实现本学习节点的学习效果为依据
 讲授、习题、研讨、实验、实训、实习、项目、

大作业、论文等组织成各种课程（培养环节）
 以学期为单位进行设计
 是课程教学大纲制定的刚性要求
 允许不同组合

 建立专业培养标准实现矩阵
 检查培养标准的所有目标是否得到落实

 制定选课范例
 供学生选课时参考



例：培养目标与培养标准对应表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例：设计培养目标的实现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例：秋季第二学期培养环节设计表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版本
2013.05.0
1

专业 CST

培养学期 秋季2

知识、能力 离散数学
数据结

构 DS实验 数字逻辑 DL实验 人机交互 交互实验
DS2 基本逻辑(核心)(L3) L3
DS3 证明技巧(核心)(L3) L3
DS4 计数基础(核心)(L2) L2
DS5 图与树(核心)(L3) L3 L3
PF3 数据结构(核心)(L3) L2 L2
PF4 递归(核心)(L2) L2 L2
AL1 算法分析基础(核心)(L2) L2 L2
AL2 算法策略(核心)(L2) L2 L2
AL3 基本算法(核心)(L2) L2 L2
AR1 数字逻辑和数据表示法(核心)(L2) L2 L2
HC1 人机交互基础(核心)(L2) L3 L3
HC2 简单图形用户界面的创建(核心)(L3) L3 L3
CA2.1.1 发现问题和表述问题(L3) L2 L3 L3 L2 L2 L3 L3

课内学时 48 64 20
48

20 32 20

课外学时 72 96 20
72

20 48 20

本环节总时间 120 160 40 120 40 80 40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本环节完成后每个专业产生

 修订后的专业培养标准、本专业的培养理念说明

 与专业培养目标个数相对应的n个培养目标成长过程设

计表

 每学期培养环节设计表

 专业培养标准实现矩阵

 所有培养环节所承担的知识点、能力培养三级目标（

该文件是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案设计的基础）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本环节的创新点

 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标准关联，落实培养目标并且可以评估

 避开现行学科课程体系，以知识单元组织培养环节，为课程体

系创新提供便利

 支持不同培养环节组合，支持课程体系的整合与创新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原则，支持学生个性化发展

 每个培养环节（课程）承担明确的知识和能力培养任务，为教

学方法创新奠定基础

 由知识单元到知识点分解，支持知识管理系统和个性化学习与

帮助，为新e-learning平台提供条件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2013.9开始第三阶段，课程教、学、考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设计课程教学：教研组根据课程建设任务书讨论
确定课程的预期学习结果、讨论设计教学、讨论
设计考核结构、讨论确定考核项目评价指标；责
任教师准备教学资源、制定课程教学大纲

实施教学：任课教师备课，撰写教案；说课，准
备哪些资源、如何教、如何考；上课，记录教学
过程；考核，记录教学效果

课程总结与改进：任课教师收集课程教学过程资
料；教研组对照课程预期学习结果与实际取得的
学习结果，总结评估；提出改进建议



第三阶段工作目标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教师根据各培养环节（课程）的知识、能
力培养目标的要求，规划、实施教、学、
考的改革（教学改革与创新）

明确的标准和证据证明学生达到要求的学
习结果（ILO）

建立质量保障系统：能够对预期学习结果
（ILO）进行检查、判断与评估



第三阶段工作思路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工作的重点保障全体教师积极参与，组织教研组教研活
动是这一阶段工作的重点。

结果导向的原则，即先定义预期结果，然后要求教、学、
考等各个环节与取得预期结果的要求相适应。

以教研组为主要平台，由课程的主讲老师备课、在教研
组说课、解释拟采用的教学策略、教学方法、考核方法、
考核标准等，由教研组老师共同讨论定稿成为一门课的
课程教学大纲。

经主讲教师实践、记录、教研组听课、学生考核反馈后
教研组再讨论反思、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实现持续改进。



课程建设工作流程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第四阶段工作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设计课程教学：学校内部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年度评估：基于考核结果、学生对话、利益相关

者反馈、外审员反馈等各方结果反馈信息与培养

目标和预期学习结果的分析比较，制定改进措施

 专业评估（工程、商学）

 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审核评估）



回应挑战

克服同质化的课程设置；打破以学科为中心的

课程体系；将培养目标与培养手段直接关联，

并以实现培养目标为导向，创新培养模式

在清晰定义的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创新培养模式

明确定义的培养目标体系、系统的课程设计和

以实现目标为导向的评估，支持持续改进，科

学发展

四、汕头大学OBE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OBE是质量保障体系的工具，帮助理顺“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
帮助贯彻顶层设计，帮助持续改进

专业建设作为特色建设的着力点

ILO作为教师教学改革与创新的着力点

特色是难点

全体教师参与是成功的保障

平衡“繁”与“简”

五、体会与思考



谢谢大家！

汕头大学新校园
规划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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