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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BE理念的三级矩阵教学模式在微信小程序开发课程

中的应用研究 

严亚宁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  要：本文运用 OBE 设计理念和三级矩阵模型，以《微信小程序开发》课程为例，从项目任务目标，到课程教学目标，再
到人才培养目标的逆向思维方式进行课程模式设计，构建课程三级矩阵，并制定学习产出结果可测量标准，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深入且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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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应用场景的扩大，大前端开发技术的不断更新与新时

代专业技能的需求，社会对微信小程序的专业知识能力和专业
素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注重职业适应性和胜任力的培养[1]。而
OBE 将学生作为中心、成果作为导向、教育质量的持续性改进
理念与我校应用型课程深化改革完全契合。因此，本文基于 OBE
理念，以微信小程序开发课程为载体，构建三级矩阵教学模式，
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
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一、OBE 教育理念与三级矩阵教学模式 
1. OBE 教育理念 
成果导向教育（OBE）是一种以成果为目标导向，以学生

为本，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进行的课程体系的建设理念，注重
教育产出[2]。OBE 教育理念要求教师在明确学习成果目标的基础
上，逆向进行课程设计，精心组织开展教学活动，根据学习产
出和测量标准对学习结果进行检测评估。同时，教师对收集的
相关过程资料进行分析及持续性改进，有效提高学生的专业能
力和职业素养能力。 

2. 三级矩阵模式 
“三级矩阵”教学模式是全国应用型课程建设联盟，在 2020

年，AI 赋能高校课程建设提出的一种教学改革新模式。该模式
开发的核心是梳理人才培养方案中专业毕业要求与各门课程的
支撑关系，课程项目（章）与课程教学目标的关系，课点与项
目（章）任务模块（节）目标的关系，基于 OBE 成果导向理念，
从项目（章）任务目标，到课程教学目标，再到人才培养目标
的逆向思维进行课程设计，构建课程三级矩阵，并对学习产出
结果标准可测量，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深入且持续发展。 

二、微信小程序开发课程各级矩阵模式研究 
1. 一级矩阵模式研究构建 
一级矩阵模式主要体现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本专业全部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是后续二级、三级矩阵模式开发
的基础。在此，以《微信小程序开发》课程为例，梳理、提取
该课程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毕业要求的
支撑关系，明确课程在专业中的地位与作用，更好的促进、推
动本专业目标的达成。依据梳理数据，构建了该课程的一级矩
阵，即课程体系矩阵，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该课程主要
在工程知识、设计/开发解决方案、使用现代工具方面对毕业要
求进行支撑，达成度权重系数分别为 0.2、0.4 和 0.1，说明该课
程在设计/开发解决方案方面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支撑度高

于工程知识和使用现代工具，也从侧面反映该课程在知识、能
力和素养方面培养的目标和重点。 

表 1 《微信小程序开发》课程支撑毕业要求及权重矩阵（一
级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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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级矩阵模式研究构建 
二级矩阵模式主要对表 1 中的毕业要求进行细化分解，分

解出 5 个教学目标。然后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层次、专业需求、
课程性质等，基于 OBE 理念，选取以项目为载体，对教学内容
进行解构与重组。根据项目承载的知识、知识点的覆盖面设计
了三个教学项目。然后，以课点为单位，将传统以章节组织的
教学内容进行拆分，按照项目对课程目标的支撑，服务的对象，
选择适合其专业和人才培养层次的课点[3]，构建二级矩阵，即课
程单元矩阵，如表 2 所示。 

表 2 《微信小程序开发》课程单元教学目标矩阵（二级矩
阵） 

   教学 
   目标 

 
项目 

教学目标
1 

掌握……
能够…… 

教学目标
2 

掌握……
能够…… 

教学目标
3 

掌握……
能够…… 

教学目标
4 

掌握……
能够…… 

教学目标
5 

掌握……
能够…… 

项目一：音乐
小程序 

课点 1-课
点 7 

课点 8 -
课点 1 

课点 13-
课点 14 

  

项目二：邀请
函小程序 

课点 15-
课点 17 

课点 18-
课点 20 

课点 21-
课点 25 

课点 26  

项目三：个人
中心小程序 

课点 27-
课点 28 

课点 29 
课点 3-课

点 35 
课点 36-
课点 38 

课点 39 

从表 2 可以看出，三个项目的设计从知识难度和广度依次
递增，共梳理 39 个课点，其支撑的课程目标和权重充分考虑
培养层次、学生学情、教学效果、课程学习特点。前后项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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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点设计方面体现知识递进与衔接，为后续项目的学习奠定基
础，课点难度分解，减轻学生心理压力，促进学习成果产出，
利于课程目标的达成。 

3. 三级矩阵模式研究构建 
三级矩阵模式主要对二级矩阵中设计的项目支撑的课程目

标进一步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可实施的任务目标。首先，基于
OBE 设计理念，按照课程开发逻辑，将三个项目依次分解为 4
个、5 个、6 个任务目标，使每个项目在学习结束时都有明确的
预期目标。其次，将每个项目的课点细化为具体的、可学习的
知识点（K-knowledge）、技能点（S-skill）和态度点（A-attitude），

每个项目包含的“三点”的数量、质量和序量的设计，是人才
培养目标达成度的关键。第三，教师依据分解的任务目标和“三
点”，选取 2-3 种教学方法，并推荐有效学习方法。教法和学法，
都必须突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第四，
将 “八大能力”的指标点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明确课程支撑
“八大能力”目标达成的关系与属性。第五，根据三级矩阵设
计逻辑，采用任务目标为单位进行考核测量，测量标准描述清
晰，评价等级划分合理。构建课程的三级矩阵，即课程项目矩
阵，如表 3-1、3-2、3-3 所示。 

表 3-1 项目一 音乐小程序（三级矩阵） 
   任务  
   目标 

课点 

教学目标 1.1 
能够…… 

教学目标 1.2 
能够…… 

教学目标 1.3 
能够…… 

教学目标 1.4 
能够…… 

学法建议 教法建议 
八大 
能力 

学时 

课点 1  K1-k3、A1.    查阅资料自学 
讲授、翻转互

动 
1-1 0.5 

…… …… …… …… …… …… …… …… …… 

课点 1  K4-k5   K27-k29、S6、A2 理解、实操 
示范讲解、翻

转课堂 
1-1-2 

2-2 
3 

学习产出及 
测量标准 

能够…… 
分……等级 

能够…… 
分……等级 

能够……
分……等级 

能够…… 
分……等级 

    

合计 10 
表 3-2 项目二 邀请函小程序（三级矩阵） 

任务目标 
课点 

教学目标 2.1 
能够…… 

教学目标 2.2 
能够…… 

教学目标 2.3 
能够…… 

教学目标 2.4 
能够…… 

教学目标 2.5 
能够…… 

学法 
建议 

教法 
建议 

八大 
能力 

学 
时 

课点 15 K30-K31      
理解 
实操 

讲解、示范、翻转
课堂 

1-1 
1-2 

0.3 

…… …… …… …… …… …… …… …… …… …… 
课点 26     K45-k46、S16 实操 讲解、示范 2-3 2 

学习产出及测
量标准 

能够…… 
分……等级 

能够……
分……等级 

能够……
分……等级 

能够……
分……等级 

能够…… 
分……等级 

    

合计 10 
表 3-3 项目三 个人中心小程序（三级矩阵） 

任务目标 
课点 

教学目标 3.1 
能够…… 

教学目标 3.2 
能够…… 

教学目标 3.3 
能够…… 

教学目标 3.4 
能够…… 

教学目标 3.5 
能够…… 

教学目标 3.6 
能够…… 

学法 
建议 

教法 
建议 

八大 
能力 

学时 

课点 27  K47-k48      实操 示范 1-1 … 
…… …… …… …… …… …… …… …… …… …… …… 

课点 3       K66-K69、A6 
查阅资

料 
讲解示

范 
1-1 
1-2 

1 

学习产出 
及测量标准 

能够…… 
分……等级 

能够…… 
分……等级 

能够…… 
分……等级 

能够…… 
分……等级 

能够…… 
分……等级 

能够…… 
分……等级 

    

合计 12 
从表 4-1、4-2、4-3 可以看出，该课程将 39 个课点分解为

69 个知识点、26 个技能点和 6 个态度点，分别从知识包含数量、
知识难易度和知识结构方面，综合支撑项目任务目标的达成，
并按照项目任务目标有效进行学习产出测量，使得课程实施效
果具有可追溯性。 

学习成果代表了一种能力结构，而课程三级矩阵的设计是
能力结构的直接体现。运用 OBE 设计思想和三级矩阵模式，对
《微信小程序开发》课程课点的解构与重组，构建课程三级矩
阵，为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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