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2023 年第 6 卷第 02 期 高等教育前沿

课程与教学

基于 OBE 理念的《模具制造工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李连杰

（江汉大学智能制造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江汉大学《模具制造工艺》课程教学团队在课程内容、

教学方式、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基于产出导

向教育理念，重新修订了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丰富了课堂教学

方法，强调培养实践动手能力，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小组

合作、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等方式组织实施教学过程。建立了注重

应用，突出能力培养的过程考核评价方式。结果表明，通过课程

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为应用型课程教学改革探索提供了

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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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导向教育 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是以学生为

中心，以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其重点体现在

从学科导向向产出导向的转变，从以教师中心向以学生中心的转

变，从质量监控向持续改进的转变。江汉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专业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基于新工科背景，结合专业建设的

需要，对专业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了重大改革，《模具制造

工艺》这门课程也包含在其中。改革主要运用项目式的教学模式，

采用校企合作办学的方法，突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加强数控加工编程及实操训练，培养符合新工科时代需求的

学生。

一、课程介绍及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

《模具制造工艺》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

业课程，它包含了模具零件的数控加工和特种加工的基础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及典型模具制造工艺及装配方法。以模具制

造和装配工艺为主线，兼顾工艺装备知识和模具制造知识的掌握，

强调模具制造新技术的应用。本校《模具制造工艺》于 2007 年开设，

开设对象为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本科生，1.5 学分，24 学时，

其中理论教学 20 学时，实验教学 4 学时。

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采用理论课 + 实验课的形式进行教学。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以理论授课为主，难以实现以学生为教学主体

传统教学以课堂上由教师进行理论讲授、公式推导、学生课

后做习题练习的方式进行，教师是教学的主体，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难以实现“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先进工程教育理念。

这种教学模式形式单一、内容枯燥，难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主

动性，无法让学生保持持续的学习热情，无法获得满意的教学效果。

（二）与实践结合不紧密，不利于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的能力

专业毕业要求学生应具备应用专业知识分析材料冲压 / 塑料

成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传统教学过程

以课堂理论知识讲授为主，只有少量的实验课时，学生无法接触

到现阶段模具制造领域先进的制造技术与设备。而且实验内容以

演示性实验为主，不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考核评价方式简单，不利于教学的持续改进

传统教学的成绩考核主要包括平时成绩、实验成绩和考试成

绩，但是平时成绩主要是考勤，实验成绩根据实验报告给定，总

体评价方式较为简单，不利于考核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以

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期末考试成绩所占比例较高，造成了学

生重考试、轻实践的学习导向，不利于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过

程和对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

二、课程改革内容

（一）培养方案与教学大纲改革

为适应模具行业人才需求，专业 2020 年进行了重大培养方案

调整，本课程调整为 2.5 学分，60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学时 20 学

时，项目训练学时 40 学时。

课程进行了项目式教学改革，将设置教学项目 7 个，分别为

5 个课堂实践项目，1 个课外实践项目和 1 个校企合作共训项目。

课堂实践项目以数控加工和特种加工为主。课后项目由学生分组

完成设计并制造一台小机器，计入平时成绩。校企合作共训项目

为在现代模具制造工厂实训模具零部件的程序设计及高档机床实

操。

（二）教学方式改革

1. 课堂教学

 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课程教学方法强

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突出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课堂讲解

以案例分析方式为主，强调教学互动。以学生为中心，针对本课

程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等不同类型知识的特点，

分别选择讲解式、启发式、探讨式和案例式相组合的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动手

实践的能力。采用多媒体教学、传统板书及实物举例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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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及有效性。

2. 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部分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将实验分为 5 个项目，

分别为电火花、线切割、数控车、数控铣、激光加工，每个项目

先由老师进行讲解示范，学生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分别完成

程序编制与调试、系统界面操作、小组作品加工等任务，并完成

实验报告。

3. 校企合作授课

本课程与武汉博越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产学合作共建教学。校

企合作授课分为理论授课和实践授课。博越模具公司总经理、运

营总监、加工部主管、技术部经理 4 名企业讲师来到学校集中进

行了 8 个学时的理论授课，授课内容为：模具发展现状及趋势、

模具的设计、模具工作部分制造工艺规程及实例、塑料模具装配

及调试等。实践课 8 个学时在博越模具公司进行，先是对公司及

生产流程进行介绍，然后分为 4 个小组在生产车间实践，4 道工

艺循环，每道工艺 1.5 小时。在每一组的实习环节中，安排两位实

践经验非常丰富的工人师傅对学生进行指导。4 道工艺为：数控

CNC 加工培训、EDM 加工培训、WEDM 加工培训、车灯模具抛光

培训。学生企业上课如图 1 所示。

  

图 1 学生企业上课

（三）考核评价方式改革

课程成绩由过程考核成绩和课程结业考试成绩两大部分组成，

各占 50%。

过程考核方式及评分标准如表 1 所示。

表 1 过程考核方式及评分标准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标准
目标

分值

对应的

课程目标

1
学习

参与
学生团队意识、参与课堂学习情况

该项满分 100 分，根据课堂表现给分，缺

勤次数达 1/3 者，取消考试资格。
10 5

2 章节练习 课堂教学后，布置教材章节后的练习题
该项满分 100 分，每章节作业 25 分，该项

得分为 0，取消考试资格。
15 1-4

3
典 型 零 件

工艺规划
考虑特种加工和数控加工工艺的模具零件工艺规程编制。 该项满分 100 分，每项工艺规程编制 50 分。 15 1-3

4 实验项目
电火花成形零件、线切割零件、数控车零件、数控铣零件、

激光切割零件的程序编制和加工实操。
该项满分 100 分，每项 20 分。 20 1、2

5 实践项目

以小组为单位，在企业学习数控 CNC 加工培训、EDM 加

工培训、WEDM 加工培训和车灯模具抛光培训。掌握模

具装配及调整方法。

该项满分 100 分，每加工完成一种培训得

25 分。
20 1、2

6
小 机 械 制

作

以小组为单位在课余时间进行设计并制作一个小机械，

要求模拟公司管理经营的架构，小组成员的分工与责任

需明确，分阶段将设计成果用 PPT 形式汇报，最后进行

作品展示，教师指导学生的设计制作成果总结，形成论

文及专利。

该项满分 100 分，最终分数为最后展示中

由评审小组给出。小组成员的平均分为评

委给分，具体个人分数由组长按照个人贡

献给分。形成专利或论文，加 20 分，最高

分不超过 100 分。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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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采用“课程考核成绩分析法”，即 课程评价考核基本信息如表 2 所示，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

法如表 4 所示。

表 2 课程评价考核基本信息

课程目标

评价内容

课后作业 项目

章节

练习

工艺

规划

项目 1 项目 2 项目 3 项目 4 项目 5 项目 6 项目 7

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 团队合作 成本预算 团队合作

目标分值 60 40 10 10 10 10 10 10 10 20 10

学生平均得分 A B C D E F G H I J K

课程目标

评价内容

期末考试
课程总评成绩

特种加工 数控加工 工艺规划 模具装配

目标分值 50 20 20 10 100

学生平均得分 L M N Q
Z=0.2（A+B+C+D）+0.4（C+D+E+F+G+H+J+K）+0.4

（L+M+N+Q）

教学改革效果总结与展望

基于 OBE 理念对《模具制造工艺》进行了课程改革。改变了

传统的课程教学和考核模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实施了项目式

教学，充分利用行业企业资源，实施了校企合作教学。

课程改革实施后，通过总结和问卷调查发现，课程改革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企业教师与课程组根据企业实际需求，进一步完

善了课程教学大纲。案例教学的方法得到了学生的认可，结合企

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和生产案例讲授理论知识，提高了学生听课的

兴趣和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小组完成项目的形式使学生的合作能

力和动手能力得到加强，在分组完成小机械的过程中，学生的团

队意识、成本控制意识、分工合作能力等均得以提高。企业实践

授课让学生对企业的实际生产过程及运营情况有了更直观和深入

的认识，对理解专业知识的应用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还需要改进

的地方主要是仍有少数学生存在浑水摸鱼的思想，在完成分组任

务的过程中依赖他人，这一点还需要在考核评价过程中采取相关

措施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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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目标相关考核环节目标总评成绩中支撑该课程

得分目标相关考核环节平均总评成绩中支撑该课程
课程目标达成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