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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ＯＢＥ理念的应用型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王　强　田宏伟
（苏州大学 应用技术学院，苏州 ２１５３２５）

摘要：为全面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满足苏州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根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

基于ＯＢＥ理念开展应用型课程实践教学改革。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采用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方法进行工程实践项
目教学，以项目指标点驱动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改革考核评价机制，培养团队意识和创新能力。实践表明，教学改革的效

果显著，有效提高了学生的职业素质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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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国家有关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引
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

见》，强调要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

转变，推动高校转型发展［１］。建设应用型课程是

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关键，不少地方高校转型效

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课程体系目标定位与产业

需求脱节，课程内容与生产实际脱节，难以满足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２］。应用型课程建设需要行

业企业共同参与合作办学，引入企业真实项目或案

例开展教学，形成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

式［３］。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是以贯彻“以人为本”

的评价理念，以“能力导向”为指导思想、以“工程

专业执业”为目标、“以学生为中心”而制订的。围

绕培养“高级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以毕业要求

为出发点，要求毕业生具有工程知识、问题分析、设

计／开发解决方案、研究、使用现代工具、工程与社
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职业规范、个人和团队、协

作与沟通、项目管理、终身学习等十二个方面的知

识、技能和素养［４］。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属于应用型本科院校，

近年来积极响应教育部提出的新工科建设口号，以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开展专业建设，加快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电子信息产业是苏州制造业发展的

名片，也是苏州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要载体。

经过几十载积累沉淀，苏州电子信息产业已拥有较

为深厚的产业基础，但在高技能人才需求方面仍有

缺口。如何结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全面提

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对于满足苏州电子

信息产业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学院



电子信息专业教师根据苏州地区电子信息产业技

术创新要求和技能人才需求特点，基于 ＯＢＥ教育
理念通过平台化、模块化的校企合作积极开展应用

型课程建设，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

质量。

１　教学改革内容
成果导向教育 ＯＢ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是以预期学习所达到的目标为中心来组织、
实施和评价教育的结构模式，围绕“定义学习目标

→实现学习成果→评价学习成果→使用学习成
果”４个步骤展开实施［５］，是一种目标导向的教

育［６］。ＯＢＥ教育强调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协调
发展，首要任务是制定课程学习目标，课程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考核评估过程都要建立在课程学习

目标的基础上［７］。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实践性比

较强，传统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教师讲学生做”

的教学模式，教学目标以验证理论知识和掌握实验

技能为主，课程设计缺乏与工程实际相结合的实践

项目训练，导致学生学习目标不够明确，主动性不

高，综合应用能力不强［８］。如何让学生明确学习

目标，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是应用型课程

改革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基于ＯＢＥ理念的应用型课程改革以学习目标
为导向，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以工程实践项目

为载体，通过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方法驱动学习

理论知识，掌握实践技能，构建立体化递进式的实

践教学体系，课程教学与工程应用接轨，学生职业

能力大大加强。具体内容主要包含４个方面：
（１）引入课程项目案例。通过校企合作引入

工程实践项目，开发工程应用案例，内容涉及课程

多个知识点，知识点之间相互交叉融合，使课程教

学实现由单一知识技能学习向综合素质能力培养

的转变。

（２）调整课程教学模式。合理利用互联网优
质教学资源，借助“超星”“蓝墨云”“慕课”等教学

平台，通过翻转课堂加强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建立“自助餐式”学习模式。

（３）改革课程教学方法。通过“线上线下自主
学习→电子电路仿真设计→实验环境虚实结合→
课外实践拓展训练”的教学过程［９］，使学生掌握专

业技能，培养创新能力，提高综合能力素养。

（４）创新课程考核机制。课程教学过程中改
革考核机制，加强过程化考核，通过项目汇报、师生

点评、成果展示等方式，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另外，加入奖励措施，提高学生课程学习的参与

度［１０］。

２　教学项目实施
以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电子技术实训”课

程为例，该课程是基于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实践

课程，其学习目标为：要求学生掌握电子电路的分

析方法，熟悉各类电子元器件和数字芯片的应用，

重点掌握电子电路的设计过程和仿真软件的使用，

完成电子电路的安装、调试、故障排除以及性能测

试。课程依托学院电子技术教学实训室，以工程实

践项目开展实施，学生组建团队（不允许超过 ３
人），通过指标点分解完成电路设计、仿真、ＰＣＢ制
作、安装和调试等目标任务。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１）发布任务。为了保证课程的教学质量，教
师在课前一周发布学习资源，包括教学课件、设计

方案、参考文献等，同时要求团队成员提前安装电

子电路仿真软件Ｍｕｌｔｉｓｉｍ。通过课前学习，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提高课堂效率。

（２）视频观摩。合理利用网络教学资源，教师
录制项目教学视频上传至教学平台上，视频内容包

括仿真软件的操作使用、工程实践项目的重点难点

讲解、典型案例设计制作等。

（３）线上仿真。团队成员自主学习电路仿真
软件 Ｍｕｌｔｉｓｉｍ的使用，认真分析工程实践项目各
指标点并提出设计方案，借助电路仿真软件验证方

案的可行性，通过翻转课堂对设计方案进行互动和

答疑，教师给出指导性建议，然后电路优化仿真完

成电路方案设计。

（４）线下制作。团队成员自主学习电路板设
计软件ＡｌｔｉｕｍＤｅｓｉｇｎｅｒ的使用，掌握 ＰＣＢ电路板
绘制的方法和技巧，ＰＣＢ电路板制作完成以后由
任课教师检查并指出错误，修改无误后，在电子焊

接实训室进行电路安装调试，最终完成项目实物

制作。

（５）项目考核。从团队成员分工、线上学习、
电路仿真、实物制作、项目汇报以及成果展示进行

多方面考核。选派学生代表和教师组成评审小组，

对团队项目进行打分，在考核过程中注重对学生积

极性、团队合作意识和创新能力的评价。

３　项目教学设计
在“电子技术实训”课程教学过程中，工程实

践项目由校企混编师资共同开发，包含模拟电路和

数字电路多个理论知识，学生必须熟练掌握理论知

９２第５期 王强，等：基于ＯＢＥ理念的应用型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识，才能完成项目方案设计和实物制作。目前，课

程开发的工程实践项目有“多人抢答报警器电路”

“脉宽调制驱动电路”“倒计时交通灯显示电路”

“停车场车辆进出计数电路”“数显可调恒温控制

器电路”等，项目教学以实现功能要求为学习目

标，采用“先分解再整合”的方式进行教学设计，教

师引导学生把项目分解成不同指标点，每个指标点

对应一个功能电路，逐步完成各个功能电路设计，

然后整合优化电路完成项目实物制作，学生通过任

务成果驱动完成学习目标。教学设计以倒计时交

通灯显示电路为例进行阐述，具体设计过程如下。

３．１　使用知识地图方法，分析项目知识关系
根据倒计时交通灯显示电路功能要求，在课堂

上通过知识地图形式进行展现，使学生掌握理论知

识点以及知识点之间的结构关系，引导学生查阅相

关资料，完成电路功能设计。倒计时交通灯显示电

路知识地图如图１所示，包含４个功能电路：脉冲
信号驱动电路、倒计数控制电路、红绿灯控制电路、

输出显示电路。各功能电路之间相互联系，脉冲信

号驱动电路为倒计数控制电路提供计数脉冲，计数

器在计数脉冲作用下实现倒计数过程；倒计数控制

电路为红绿灯控制电路提供时钟脉冲，触发器在时

钟脉冲作用下实现红绿灯切换；输出显示电路受到

倒计数控制电路影响，倒计数过程正确，才能保证

数码管显示正确。

图１　倒计时交通灯显示电路知识地图

３．２　项目指标点分解，完成电路实物制作
学生掌握工程实践项目电路知识关系后，借助

电路仿真软件 Ｍｕｌｔｉｓｉｍ完成总体设计电路图。倒
计时交通灯显示电路分解为６个指标点，具体内容
如表１所示。学生团队明确学习目标，分工协作逐
步完成各指标点，驱动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培养

创新能力，从而提高职业技能。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工程实践项目指标

点１～４后，对各个功能电路进行整合，得到工程实
践项目总体设计电路图，如图２所示。倒计时交通
灯循环周期 ３０ｓ，当数码管显示“０３”时，黄灯闪
烁。当３０ｓ结束后，满足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红
绿灯状态取反，完成工程实践项目指标点５。

表１　倒计时交通灯显示电路指标点分解

序号 指标点 实践目标 实践过程

１

脉 冲 信

号 驱 动

电 路 设

计仿真

目标 １：实现 １ｓ矩
形波脉冲信号输出

目标２：矩形波脉冲
信号占空比５０％

由 ＣＢ５５５定时器构
成多谐振荡器，通过

电容充放电实现矩形

脉冲信号输出。

２

倒 计 数

控 制 电

路 设 计

仿真

目标１：实现预置数
３０ｓ的倒计数电路
目标２：电路倒计数
完成重新置数

通过 ７４ＬＳ１９２可逆
计数器电路实现，预

置数功能由三极管放

大电路实现。

３

红 绿 灯

控 制 电

路 设 计

仿真

目标１：实现３０ｓ红
绿灯状态取反

目标２：红绿灯状态
取反和数码管显示

时间一致

通 过 Ｄ 触 发 器

７４ＬＳ７４转换为 Ｔ′触
发器，驱动红绿灯状

态取反。

４

输 出 显

示 电 路

设 计 仿

真

目标１：数码管正确
显示倒计数过程

目标２：实现最后３ｓ
黄灯闪烁

通过 译 码 器 芯 片

ＣＤ４５１１和共阴极数
码管实现数码管显

示。

５
总 体 设

计 电 路

图

目标１：完成功能电
路整合

目标２：优化电路完
成总体设计电路

通过整合优化各功能

电路，完成总体设计

电路图。

６
完 成 项

目 实 物

制作

目标１：完成 ＰＣＢ电
路板制作

目标２：完成倒计时
交通灯电路的安装

调试

掌握 ＰＣＢ绘图技巧，
在电子焊接实验室完

成电路安装和性能测

试。

图２　倒计时交通灯显示电路总体设计电路图

当总体设计电路图完成以后，借助电路板设计

软件ＡｌｔｉｕｍＤｅｓｉｇｎｅｒ完成 ＰＣＢ电路板制作，最后
在电子焊接实训室进行电路安装和调试。要求学

生掌握电子仪器仪表的使用、电路故障的检测和排

除、电路性能测试等，同时要求能够绘制数据表和

波形图，撰写项目报告并进行 ＰＰＴ汇报，完成工程
实践项目指标点６。倒计时交通灯显示电路性能
测试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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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工程实践项目考核评分表

图３　倒计时交通灯显示电路性能测试

３．３　改进考核评价方式，合理分配课程成绩
考核评价方式对学生学习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１１］，

应用型课程实践教学改革加强过程化考核，具体考

核评价方法：电子技术实训课程成绩由个人考核和

团队考核两部分成绩构成，个人考核成绩占比

３０％，包含：平时签到（占比 ５％）、线上自主学习
（占比５％）、课堂提问（占比１０％）、在线测试（占
比１０％），借助超星学习通平台进行成绩记录；团
队考核成绩占比７０％，以工程实践项目成绩为依
据，考核评分表如表２所示。

为了培养团队合作意识，提高学生积极性，团

队考核成绩就是每个团队成员的成绩，吸引学生参

与到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另外，为了避免个别

学生偷懒情况发生，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学生也可

以提出更换成员申请，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对个别学

生做出评价。

４　教学改革成效
目前，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发的应用型课程有：“电子技术实训”“ＰＬＣ技术
及应用”“电子综合设计”，均取得良好的效果，后

续也将拓展到其他专业课程当中。学生学习目标

明确，学习主动性提高，课堂出勤率为１００％，线上
学习平台反应活跃，线下实践课堂认真听讲，积极

参与讨论，按时提交作业。通过学院教务处提供的

学生网上评教数据和课程留言，反映出学生对课程

建设和改革满意。三门课程期末总评成绩与课程

改革前相比平均提高１５．１３％，其中电子技术实训
课程期末总评成绩增长率高达２６．２１％。

通过应用型课程实践教学改革，我院电子信息

类专业学生的科创能力得到了提高，在各类学科竞

赛中斩获佳绩，近三年来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

竞赛江苏赛区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５项；蓝桥杯全
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总决赛二等

奖２项，三等奖２项，优秀奖１项；３Ｓ杯全国大学
生物联网技术与应用“三创”大赛二等奖１项，三
等奖１项；在科研创新方面成绩喜人，学生积极参
与教师的科研项目，科研能力得到提高，近三年来

申请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１２项，
申请专利及登记软件著作权１６项，发表电子信息
类专业期刊论文１５篇。

５　结语
应用型课程建设是应用型高校实现人才培养

目标的基本途径，也是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关系

到人才培养质量，与高校长远发展密切相关。根据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 ＯＢＥ理念，引入工程实践项
目教学案例，创建立体化递进式的实践教学体系，

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与能力，为学生的职

１３第５期 王强，等：基于ＯＢＥ理念的应用型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业生涯发展奠定基础。另外，通过翻转课堂，采用

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方法开展工程实践项目教

学，也为其他高校应用型课程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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