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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CIPP 模式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杨晓丽 1　骆世广 2　刘　炎 2　李书曼 2

（1. 广东金融学院，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

2. 广东金融学院，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

摘要：OBE 是一种本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满足学生全面成长需求的目标、突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基于 OBE 概念构建

了 OBE-CIPP 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包括 4 个一级指标，5 个二级指标和 18 个三级指标；接着采用熵权法 -TOPSIS 模型对广东金融学

院 2011—2023 年人才培养质量进行评价，结果发现 2022 年人才培养质量得分最高，2013 年得分最低，整体人才培养质量呈上升趋势。

最后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发现“生均本科实习经费”对人才培养质量得分影响最大，其相关度为 0.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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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人才培养质量已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基于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受到关注。

OBE 模式起源于美国，现已广泛应用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

的高等教育领域。OBE 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

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研究表明 OBE 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

习成果和满意度，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然而如何对 OBE 模式

下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行有效评价，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CIPP

（Context，Input，Process，Product，背景、输入、过程、产出）

模式由美国学者 Stufflebeam 于 1967 年提出，作为一种全面、系统

的评价方法近年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现已广泛应用于教育、卫生

等领域的评价工作。CIPP 模式强调对教育活动的全过程进行评价，

有助于发现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促进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

研究发现，OBE 模式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成果目标的

设定不够明确、课程体系与成果目标不够匹配等。CIPP 模式有助

于提高教育质量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但仍需进一步完善评价

指标体系，提高评价方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在现有研究的

基础上，从 OBE 核心目标出发，设计基于 CIPP 的 OBE 评价体系，

并基于我校实际教学成果数据进行人才培养质量分析。

一、OBE-CIPP 评价体系

CIPP 评价模式包含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

价四部分，相对于 OBE 理论来说，CIPP 理论更侧重的是评价的

方式或手段，而且较好的融合了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在该

理论讨论的四个评价指标要素中，背景评价是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的前提，输入评价是保障，过程评价是核心，成果评价是关键。

OBE 教育理念以结果为导向，能够较好地把控“培养 什么样的人”。

而 CIPP 评价模式作为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的融合性模式，

能够较好地指出“怎么培养人”。研究表明基于 OBE 理念的高校

人才培养体系应主动适配社会对毕业生的全面要求，并针对其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注重该教育过程的完成效果。因此，OBE-

CIPP 的融合评价模式适用于评价人才培养质量。

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根本在于将学生培养成国家社会所需要的

应用型人才，使得学生具备建设社会建设国家的能力。人才培养

质量评价体系倡导将培养高质量人才放在首位，致力培育出能够

适应经济社会急速变化的新时代中流砥柱。OBE 的成果导向对应

培养教育的核心环节，即培养高质量人才。在评价环节，CIPP 通

过四个评价要素与 OBE 的全程支持培养、全员参与培养、全方位

发展培养、全面素质培养。因此，本文设定了以下四个 OBE 目标。

OBE 目标 1：全程支持培养。在人才培养中，学校全方位的

支持，确保本科教育符合社会期望教学资源分配合理化、专业化。

OBE 目标 2：全员参与培养。全体相关人员积极参与，完善

高校资源供给与保障，健全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机制；

OBE 目标 3：全方位发展培养。全方位关注人才的发展，提

升高校教学效率，使得教学具备及时性；

OBE 目标 4：全面素质培养。关注学生的成就，反馈人才培

训质量评价结果、推进高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基于 OBE-CIPP 的广东金融学院人才质量评价

数据来源于 2011-2023 年《广东金融学院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数据描述性统计如下表 1。

表 1：广东金融学院各指标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个案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13 0.98 1 0.992 0.00733

全校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 13 71 94.2 84.8762 6.30347

全校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 13 6.08 23.94 11.7808 5.58969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平方米） 13 5.18 12.22 7.3992 2.4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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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实验室面积（平方米） 13 0.26 0.72 0.4035 0.17298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万元） 13 0.12 0.53 0.4409 0.10751

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元） 13 1262 2338.51 1875.179 330.683

生均本科实验经费 13 231.75 372 290.9408 53.75412

生均本科实习经费 13 49.9 165.5 117.2392 40.74308

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 13 929 1602 1182.46 247.526

全校生师比 13 18.48 28.22 23.1362 2.69496

全校应届本科生毕业率 13 0.98 1 0.985 0.00681

全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学位授予率 13 0.98 1 0.9924 0.00821

学生获奖人次 13 75 877 384.08 217.812

全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13 0.76 0.98 0.9283 0.06625

学生学习满意度 13 94.35 99.77 97.8408 1.443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 13 92 99.12 94.9862 2.16375

本文依据熵权法模型确定 18 个三级指标的权重，排名前三的

指标分别是“生均本科实习经费（元）”“生均实验室面积（平

方米）”“本科生占 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权重分别是 

0.111257、0.106394、0.091522；而排名靠后的三个 指标分别是“学

生学习满意度”“全校应届本科生毕业率”“全校应届本科毕业

生学位授予率” 占比分别是 0.022255、0.022321、0.02427。

基于熵权法 -TOPSIS 模型的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体系评估下，

广东金融学院自 2011 年以来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得分总体呈上升趋

势，并于 2022 年评分最高，说明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整体处于越

来越好的趋势，这与我校近年来推进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所取得

的成效相一致。为进一步分析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得分的

具体因素，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进行探究。

三、结论

本文基于 OBE 理念并结合 CIPP 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包括

4 个一级指标、5 个二级指标和 18 个三级指标的 OBE-CIPP 人才

培养质量评价体系。通过运用熵权法 -TOPSIS 模型，对广东金融

学院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生均本科实习经费”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研究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基于 OBE-CIPP 模式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能够全面、客

观地反映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有助于发现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和不

足，促进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生均本科实习经费”是影响人

才培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高校应加大对实习经费的投入，提高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针对当前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提

出以下建议：

第一，高校应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明确人才培养

目标，优化课程体系，提高课程内容与成果目标的匹配度。

第二，高校应加大对实践教学的投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

第三，高校应建立健全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定期对人才

培养质量进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教育部门应加强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监管和指导，

推动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第五，高校应关注社会需求，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建立产学

研一体化的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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