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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背景下基于OBE理念的“工程力学”

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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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分析了当前“工程力学”课程的实际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学生为中心，基于 OBE理念结合 ChatGPT技

术从课程目标分析、课程体系与内容优化、电子资源建设及使用、教学模式调整和考核评价进行课程改革，建立了

ChatGPT背景下基于 OBE理念的基于个体差异的个性化学习过程和考核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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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engineering mechanics” course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proposing a student-centered approach to course reform based on the OBE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concept combined with ChatGPT technology. The reform includes analyzing course 

objectives, optimizing the course system and content, building and utilizing electronic resources, 

adjusting teaching models, and evaluating assessments. It establishes a personalized learning process 

and assessment system based 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atGPT and the 

OBE concept.

Keywords :     engineering mechanics; ChatGPT; OBE concept; teaching model; teaching reform

引言

“工程力学”是材料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在课程体系中承上启下，与其他学科实现交叉融合；为学生构建基础力学知识

体系，为后续分析材料性能提供基础；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有力支撑工程强国战略 [1, 2]。2023年，ChatGPT的诞生极大

拓展了现有教学模式 [3-5]。近年来，“产出导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OBE）成为新型教育理念被推广开来 [6, 7]。OBE理念

围绕学生的学习成果，将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作为指导性纲领，反向设计、正向实施教学过程，引导教师不断地完善教学方法，推动教学

改革 [8]。当前，“工程力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无法满足创新性、交叉融合性的人才培养需求。

在 ChatGPT背景、OBE理念下，如何开展教学、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课题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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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力学”课程的现状及问题

以烟台大学材料专业为例，课程包括静力学与材料力学两方

面，静力学主要对刚体的简化和平衡规律进行分析，材料力学包

括可变形固体的受力与变形间的关系，从最简单的拉（压）、扭

转、平面弯曲等基本变形出发，到复杂的组合变形和压杆稳定。

对教学现状进行剖析，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学时缩减与培养目标要求提高之间的矛盾问题

目前，课程由64学时缩减至48学时。内容知识点多、交叉融

合强；教学目标设定不合理，培养目标需求提高；教师在课上疲

于完成教学计划内容，留给学生思考和自主学习的时间不足，教

师从“复读机”变成了“表演者”；学生从“事不关己”变成了

“观众”，教学效果达成率低。

（二）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缺失，电子教学资源匮乏

课程涉及到大量的公式推导和分析计算，教授 -练习是主

要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单一。各高校通过引入智慧教学进行教

学模式改革，丰富了课堂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基

本的教学模式没有根本改变，信息化、智能化无法充分发挥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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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12, 13]。虽然各高校建设了大量的慕课、微课等电子资源，但课上

时间紧张，课下又缺少监督，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使用效果并

不理想。

（三）理论与实践脱钩，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学习过程中过度依赖试题，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试

题解析中，导致学生对试题能够熟练解答，但对实际工程问题却

无从下手，例如在面对常见的建筑结构稳定性分析问题时显得力

不从心，这无疑偏离了课程的教学目标，不利于学生未来的职业

发展。

（四）忽略个体差异，考核评价方式不够全面

目前课程实行的是统一授课、统一学习、统一考核的“三个

统一”模式，忽略了个体的基础差异和目标差异。个体基础差异

主要是学生基础不同，统一的教学节奏不利于教学成果的达成。

个体目标差异指的是部分学生毕业后不再从事相关工作；部分学

生要继续深造；部分学生在就业和升学间摇摆。而目前的评价考

核体系恰恰忽略了这些差异，同质化、统一化的培养造成了教育

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学生的培养。

二、“工程力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举措

针对以上问题，在 Chatgpt技术背景下基于 OBE理念开展

“工程力学”课程教学改革，具体措施如下。

（一）基于 CHATGPT背景下 OBE理念的课程体系重构和课

程内容优化

1.“工程力学”课程目标关联度分析

按照 OBE理念的成果导向教育，梳理了近5年1000余名毕业

生去向，择选200人相关行业从业者；300余人升学深造毕业生，

形成了关于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岗位任职需求的调查问卷500

余份；走访调研相关企业10家，形成企业战略规划调研问卷20余

份。全面分析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岗位任职需求、职业素养培

塑、企业战略规划间的支撑关系，从以上四个维度对课程目标设

计的合理性进行全面评估和顶层设计。

2.打造全方位的电子学习资源体系

全方位进行课程电子学习资源的建立和使用，满足课程的电子

化和智慧化教学。电子资源包括视频资源、电子版教材、习题库、

考题库、案例库等。视频资源主要是教师对每节课的概念进行简单

讲解，使学生通过视频在课前进行预习。电子教材以现有教材为基

础，插入相关的学习资源以图文、动画演示，增强内容的直观性。

习题库、试题库则依据教学内容编制，从基础概念到综合能力分

析，通过设置试题难易度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案例库

收集来自建筑和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实际工程案例，引导学生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

3.“工程力学”课程体系重构与课程内容优化

在明确课程目标的基础上，模块化重构课程体系，将课程内

容划分为多个模块，每个模块具有相对独立的教学目标和内容，

通过思维导图形式建立各模块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对课程

脉络和各模块知识点进行梳理，构建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构建

图形化的知识框架，建立各知识点与以上“四个维度”之间的关

联度，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二）基于 ChatGPT背景下 OBE理念的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在现有的讲授 -练习教学模式下，采取“化整为零”的思路，

教师从主讲者变为引导者，学生借助 ChatGPT进行个性化的补差练

习。整个教学实施分为三部分：课前通过视频资源进行预习，利用

ChatGPT内容生成技术生成符合自己目标的练习题。课上教师重点

讲授解题思路和方法，随后针对个体差异，设置“导向式自由选择”

任务制，从而激发学生的挑战力 [14]；最后，教师利用 ChatGPT根据

学生学习情况完善学情把控讲解共性问题 [3]。课后通过习题库完成

必做复习巩固，并借助 ChatGPT进行知识点总结，从而构建学生自

身的知识框架。拓展提高阶段学生可借助 ChatGPT进行工程结构分

析、与关联企业合作进行设计攻关等形式进行。

（三）基于 ChatGPT背景下 OBE理念下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改革

目前的考核评价基本涵盖了教学实施的各个环节，基本能够

衡量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但忽略了个体差异 [15]。课程目

标制定时要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建立学习内容与学习目标之间的

强弱度关系。在目标达成度的评价基础上，充分考虑不同目标层

次间的学习难度带来的差异，进一步引入难度系数对不同目标层

次进行综合评价，实现个体差异之间的公平评价。

建立了基于个体差异的综合学习过程和评价体系，如图1所

示。学习过程包括必学、选学和个性化学习内容，其中个性化

学习内容由个体目标决定，考核形式包括教师评价、小组互评、

ChatGPT评价等形式，全过程、全方位、全时效对学习过程进行

评价。终结性考核通过设置考题库难易度，通过合理的命题规则

设定，保证了课程目标的达成度，由学生根据自身学习情况自主

决定各种难度的试题数量，通过考题的难度系数实现所有学生最

终成绩的公平评价，这样既能实现不同目标学生间的最终学习效

果的有效评价，又能鼓励学生主动学习、勇于挑战。

改革后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提升，课堂抬头率，课堂参与度

大幅度提高；个性化差异学习能力得到充分施展，个性化考核得

到充分认可，考生成绩提升明显。近三年有52人次参加各类竞赛

11次，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得到充分提升；学生对课堂知

识和企业需求能够做到无缝衔接，企业等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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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基于个体差异的综合学习过程和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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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提升，为后续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结论

本文针对“工程力学”课程存在的学时缩减与目标培养之

间的矛盾、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缺失、理论与实践脱钩、个体

培养和目标差异等问题， 以学生为中心， 基于 OBE理念结合

ChatGPT技术从课程目标分析、课程体系与内容优化、电子资源

建设及使用、教学模式调整和考核评价五个方面建立了基于个体

差异的个性化学习过程和考核评价体系，有效解决了目前所存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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