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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BE 理念的大学物理实验过程化考核教学改革
盛佳南　虞　游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四川 成都 610225）

摘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目的是为了工程专业人才进入行业的工程教育提供外部质量保证，其核心理念之一是重点关注教

育产出和实际成效即学生预期学习产出（OBE）。基于 OBE 理念的大学物理实验过程化考核的目的是逐层递进地实现对学生“实

验方法、实验技能、知识应用和创新意识”等方面能力的培养，强调学生在实验中的主导地位，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独立性，

强化实验培养目标的针对性和培养方式的多样性，通过对实验教学内容的改革，要求对每个实验的培养目标、培养手段和考核方

式提出明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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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已在我国很多开设有理工科专业的高等

学校进行了推广，并且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我校自 2015

年开始逐步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以来，陆续已有 6 个专业先

后通过了工程教育认证，4 个专业获 2021 年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申请受理。学校将进一步加大专业建设力度，深入贯彻落实

“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工程教育认证理

念，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等为抓手，持续

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加快各专业内涵式发展，切实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是对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

一门重要基础课程，是学生在大学里受到系统实验技能训练的

开端，是对 2015 年最新版“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中规定

参与认证专业指定的毕业要求应覆盖内容起到支撑作用的必不

可少的一门基础实验课程。但是，传统的、教条的大学物理实

验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的需求。因此，进行基于 OBE 理念的大学物理实验过程化考

核教学改革是促进高校工程教育质量改革和达标的有效措施。

一、现有考核模式和 OBE 理念的矛盾

我校物理实验中心通过不断改革和摸索，已经构建起了一

套科学合理的实验教学体系，采用功能性层次化结构，由浅入

深、由基本技能培养到综合能力锻炼，强调培养中的目的性，

培养内容的丰富性和培养手段的多样化。该体系借鉴工程教育

中的项目型学习方式，以单个实验项目为实验教学单元，对教

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全面改革，提出了一种面

向学生能力培养的“学生主动型开放式实验教学模式”。

图 1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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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导向教育 （Outcome Based Education，OBE） 强调

以学生学习成果为起点反向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过程，

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目标是学生通过教育过程最后所取得

的学习成果。这里所说的学习成果，是指学生通过某一阶段

学习后所能达到的最大能力。针对工科课程教学来说，应围

绕学生学什么、为什么学、怎么学、学习效果如何构建从课

程教学目标到指标点分解、教学内容组织，再到过程及目标

考核多层次关联矩阵，建立课程教学持续改进的闭环质量保

证体系。

在有了科学合理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体系后，怎么对学

生进行考核已经成为了突出重要的问题。以往传统的实验考

核主要是针对学生的实验报告进行成绩评定，缺乏对实验过

程的考核机制，无法体现出学生通过实验课程学习后的学习

成果，也不利于课程教学的持续改进。所以，必须建立起一

套基于 OBE 理念的大学物理实验过程化考核模式，能够将

实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指标点进行逐一考核，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

二、大学物理实验过程化考核模式

（一）改进实验考核环节

根据大学物理实验过程化考核细则，实验成绩由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和实验报告成绩三部分构成，如图 2 所示。教师需对

每一个实验进行三部分成绩分别作出评定，最后按照比例统计

而成。

图 2　物理实验成绩构成

（二）过程化考核细则

在大学物理实验过程化考核细则的制定中，根据 2010 年

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和物理基础课

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颁发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

基本要求》（下文简称《基本要求》），遵循 OBE 理念，对

每一个实验都以学生学习成果为起点来重新设计实验培养指

标、设计实验实施方案、制定教师考核标准。

下面以我校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开设的《声速的测量》实验

为例，对应实验的预习、操作和实验报告环节，分别介绍实验

过程化考核细则。

1. 实验预习

表 1　《声速的测量》预习环节考核细则

能力指标 成绩占比 分档次评分细则 评分

①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②实验方案的构思和设计能力；

③科学问题的表述能力

20%

没有预习报告 取消资格

理解超声振动的相关理论 20

阐述三种方法测声速的实验构思和基本原理 20

拟定具体的实验方案 20

阐述与该实验相关的工程应用 20

正确回答老师提问 20

《声速的测量》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理解超声振动的

产生，超声波的发射、传播和接收；学会自主构思测量声速的

方法及分析其可行性和准确性；学会用驻波法、相位比较法和

时差法等方法测量声速，并加深有关共振、振动合成、波的干

涉等理论知识的理解。针对以上实验教学目的，在预习阶段主

要考核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实验方案的构思和设

计能力以及科学问题的表述能力。在该实验的过程化考核细则

中，列出了相应的 5 个考核点：

①理解超声震动的相关理论；

②阐述三种声速测量方法的实验构思和基本原理；

③拟定具体的实验方案；

④阐述与该实验相关的工程应用；

⑤正确回答教师的预习提问。

将 5 个考核点分别对应一定的分值，教师依据考核细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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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验课堂教学之前对学生的预习报告进行考核评分。 2. 实验操作

表 2　《声速的测量》操作环节考核细则

能力指标 成绩占比 分档次评分细则 评分

①实验观测能力、数据处

理与分析能力

40%

能正确连接实验仪器 20

仪器参数设置正确，能找到最佳工作点 20

②团队协作能力、实验方

法与技能力

利用驻波共振法测量并正确记录数据 20

利用相位比较法测量并正确记录数据 20

利用时差法测量并正确记录数据 20

在《声速的测量》实验操作环节的考核细则中，列出了该

实验操作环节主要培养学生实验观测能力、数据处理与分析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实验方法与技能力。针对能力指标，设置

了实验环节中的 5 个实验步骤作为考核点：

①能正确连接实验仪器；

②仪器参数设置正确，能找出最佳工作点；

③利用驻波共振法进行测量并正确记录数据；

④利用相位比较法进行测量并正确记录数据；

⑤利用时差法进行测量并正确记录数据。

将 5 个实验步骤考核点分别对应一定的分值，教师在学生

实验过程中逐一进行检查、评分。

3. 实验报告

表 3　《声速的测量》操作环节考核细则

能力指标 成绩占比 分档次评分细则 评分

①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

②实验结果评判与分析

能力；

③科学问题的表述能力

40%

实验报告按时上交 20

实验报告所有项目完整 20

数据处理方法（逐差法）使用正确，实验结果表述正确 30

正确进行结果分析和实验总结 30

《声速的测量》实验报告应该按照实验报告的基本格式，

接着预习报告的后面依次写出实验仪器、实验步骤、注意事项、

数据记录、数据处理、实验结果和实验总结。重点考核数据处

理方法是否能够正确使用、实验结果是否表述正确、是否能正

确进行结果分析和实验总结等。教师对学生课后完成并提交的

实验报告，按照以上考核点进行考核和评分。

三、 结语

以上以《声速的测量》实验为例，介绍了基于 OBE 理念的

大学物理实验过程化考核教学模式，我校物理实验中心从 2017

年开始在开出的所有大学物理实验项目中开展基于过程化考核，

拟定了各个实验的过程化考核细则，并根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

求，按照后续课程的反馈进行持续改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近几年的多个专业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考察中，受到了考察

专家的认可。在后续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和改革中，我们将

保持过程化考核教学模式，并在针对不同专业的需求对大学物理

实验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作出不同的计划这个方向上进行改

革和尝试，更好地为我校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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