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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BE理念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链

建设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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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 OBE理念搭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链，并且设置对照组和实验组，应以具体课程测量达成度，对达成

度进行分析，得到实验组（5班）达成度与其他4个班有极显著性差异，达成度值最高，目标1、目标2、目标3和总目

标达成度分别为0.81、0.85、0.87、0.84。课程链的建设已初步显示效果，对课程链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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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urriculum chain for the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major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and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et up. The 

attainment degree should be measured by specific courses, and the attainment degree was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attainment degre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lass 5)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four classes, and the attainment degree was the highest. The attainment 

degrees of Goal 1, Goal 2, Goal 3 and the total goal were 0.81, 0.85, 0.87 and 0.84 respective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chain has initially shown its effect and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curriculum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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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国外研究现状

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质量保证和能

力基础教育运动。美国和欧洲的高等教育机构率先在课程设计和

评估中引入“成果导向”理念，强调学习成果和能力的测量 [1-2]。

在此基础上，课程地图和课程链的概念逐渐发展，以促进学习路

径的透明度和连贯性 [3-4]。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如何通过技

术和数据分析，实现课程内容的个性化和优化，从而提高学习成

果的达成度 [5-6]。

（二）国内研究现状

巩建闽通过案例说明了在课程体系内部建立课程链对于人才

培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 [7]。武爱平进行

了以项目形成的知识链研究 [8]。孙平华提出研发链和专业课程链

相融合可提升拔尖人才的培养质量 [9]。大多数学者开展的以成果

导向的教学研究和不同专业课程链建设 [10-17]都是基于定性的理论

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系统的认识，还没有学者通过数学模型和

定量数据分析研究学习成果达成。

（三）现状分析

研究维度上：现有研究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但在整体的课程系统设计方面，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思

想，特别是缺乏对课程间相互作用和整合机制的深入探讨，这限

制了以成果为导向的课程链建设的有效性。目标对象上：现有研

究对课程链内各课程的衔接机制和整体达成度的探讨不足。尤其

是在综合性和交叉学科教育背景下，课程链的构建需要更多关注

跨学科知识的整合和应用，以及课程链对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

作用。

良好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建设等为本项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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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平台和扎实基础。学科：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学科，省

级重点学科（培育），提供平台支撑；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IEET认证专业（2021-

2026），提供专业依托；人才培养方案：2023级人才培养方案获

校优秀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课程链中5门课程（3门省级一流课

程、1门新工科课程和1门 IEET实用性 Capstone课程）均有一定

程度的建设，为课程链的构建提供支持。

二、计划实施

（一）课程链衔接 

从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入手，构建课

程链，打通课程的通道。根据先修后续的关系，把各门课程的知

识点和能力点凝练出来，搞清这几门课程知识与能力的逻辑递增

关系，避免重复、遗漏。课程链如图1所示。

（二）筛选实验组和对照组

从22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中筛选进入卓越

班，并于2024年9月开班运行。卓越班学生均配指导老师，以项

目为驱动、成果为导向，开展对学生的科研与教学，为项目实施

提供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三）项目设定

以学生成果论文、专利及学科竞赛获奖为导向，设计3—5

个学生项目，分解每个项目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由专门指导老

师主要指导及过程管理，涉及到各课程上的知识与能力有课程链

上课程负责老师负责培训与指导以及教学。项目实施规划如表1

所示。

表1 项目实施

项目 

指导教

师

课程 A 

机械

制图

能力

课程 B 

机械工

程材料

能力

课程 C 

机械设

计基础

能力

课程 D 

图像

识别

能力

课程 E 

综合课

程设计

能力

项目

老师1 A1 B1 C1 D1 E1 项目1

老师2 A2 B2 C2 D2 E2 项目2

老师3 A3 B3 C3 D3 E3 项目3

老师4 A4 B4 C4 D4 E4 项目4

老师5 A5 B5 C5 D5 E5 项目5

课程教

师

制图课

程团队

材料课

程团队

机械设

计课程

团队

图像课

程团队

综合设

计课程

团队

（四）数据收集

设置好实验组（5班）和对照组（1-4班），并开始开展工作

与教学设计与评价：要求教师完成设计项目相关的任务。根据梳

理的课程链，采用逆向设计思路，使得先修课程为后续课程的目

标要求负责，后续课程应用先修课程的成果，发挥课程链整体效

益，以达到最佳课程效果。建构数学模型进行达成度分析，通过

数学建模的方法验证课程链优化方案的有效性，并根据分析结果

进行优化改进，以提升课程目标达成度和人才培养质量。

三、结果与分析

（一）实验结果

1-5班具体课程目标1、目标2、目标3和总目标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目标达成度结果表

课程目

标
权重 % 1班 2班 3班 4班 5班

目标1 40 0.74 0.74 0.74 0.75 0.81

目标2 34 0.76 0.76 0.76 0.69 0.85

目标3 26 0.72 0.72 0.72 0.67 0.87

总目标 100 0.74 0.74 0.74 0.71 0.84

（二）数据分析

用 SPSS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显著性水平为

0.00<小于0.01，故5个班级的达成度有极显著性差异。

表3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043 4 .011 20.875 .000

组内 .008 15 .001

总数 .051 19

LSD多重比较分析， 结果如表4所示，5班与1班、2班、3

班、4班显著性值为0.00，具有极显著性影响，并且5班目标1、

目标2、目标3分目标达成度和总体达成度为最高。4班与1班、2

班、3班显著性值均为0.46，有显著性影响，但达成度均未达到最

高值。1班、2班、3班两两之间显著性水平为1.00，没有显著性

影响。

表4  LSD多重比较显著性水平

显著性水平 sig 1班 2班 3班 4班 5班

1班 — 1.000  1.000  0.046  0.000 

2班 1.000  — 1.000  0.046  0.000 

3班 1.000  1.000  — 0.046  0.000 

4班 0.046  0.046  0.046  — 0.000 

5班 0.000  0.000  0.000  0.000  —

（三）试验总结

实验组（5班）与对照组（1-4班）达成度差异明显，目标

1、目标2和目标3以及总体达成度均为最高。

四、结论

依据梳理的课程链，采用逆向设计思路，使得先修课程为后

机械制图 机械工程材料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机械设计基础

图像识别技术

> 图1 课程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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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课程的目标要求负责，后续课程应用先修课程的成果，发挥课

程链整体效益，以达到最佳课程效果。建构数学模型进行达成度分

析，通过数学建模的方法验证课程链优化方案的有效性，并根据分

析结果进行优化改进，以提升课程目标达成度和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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