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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 理念和“双闭环”电气人才培养的探索
崔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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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工程管理教育证书专业能力认证中心的核心三大业务核心理念分别是：以成果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持续的

改进。根据人才培养这一“三大理念”，同时密切结合到了一些地方高校电气工程及这一新兴专业教学的客观实际和情况，

从学校实际状况出发，通过深入对我校“逆向设计、正向实施”工程这是一个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体系现状的进一步深度挖
掘分析，贯彻与落实了“双闭环”课程教学工作过程中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监控的机制，从而有效达到可持续有效改进专
业教学培训质量绩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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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e core business core concepts of China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ducation Certificat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Certification Center are: results-oriented, student-centere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big three”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closely combined to som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the emerging 
professional teaching objective and actual situation, starting from the school actual situation, through in-depth “reverse design,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ineering of our school it is a system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the status quo analysis further 
depth of mining, The mechanism of personnel training quality tracking and monitor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double closed 
loop” course is implemented, so as to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and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training quality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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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程实践教育目前在各高等院校中所有涉及的各个

专业设置中，占有着极大程度的相当比重。在未来面对
我国当代经济不断的变化中的重大科技的革命发展以及
社会产业结构变革，高等院校也要快速培养输送出大量
能够为促进国家当代及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所迫切需要人
才的高素质工程科技方面复合型的各类人才，要想能更
好地快速服务到国民经济产业体系的发展转型变革和消
费升级，高等院校还需要能快速正确地快速寻找到社会
所普遍需要人才的答案。

一、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背景
国际公认上最为具有学术代表性水平的《华盛顿协

议》认证体系则是直接由欧盟美国体系和加拿大英国系
统等欧盟国家来主导设计的，在中国四年制高校的普通
本科网络教育项目中，该产品认证体系堪称是一个目前
在国际认证上公认最广泛具有一定权威性水平和社会影
响力较大的国际标准互认产品体系。在 2016年秋季的那
个时候，中国也同时加入中国了高校本科层次的国际工
程学位论文互认交换协议体系，成为中国了的正式会员。
高等院校必须要努力在新人才体系建设的应用型培养改
革中，将课程创新改革与现代实践能力教学新体系研究
相结合，推进中小企教育的跨学科深度协同合作，探索
建设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特色的新专业新人才培养教学体
系，推进新式高等教育的四项基本价值理念建设——即

“以学生为中心”概念以及“持续改进”理论和以及“以
成果为导向”概念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新体系改革中的有
效应用，这都与我们传统所谓的“内容驱动”“重视投入”
的两种教育模式之间形成起了十分鲜明生动的历史对比，
同时它也是对一种传统教育思想模式理论上重大的一个
革新。

二、构建先进的人才培养体系
1.“逆向设计、正向实施”
所谓人才培养的标准“逆向设计”也就是应该以符

合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标准为主，结合生物医学工程专
业发展的行业特色，以整个国家产业对于医学人才与产
出市场的市场定位要求为基础依据，来进行制定专业人
才培养规划的最高目标。在我们设立本科培养阶段目标
时，要始终着重地关注着所要求培养毕业的本科学生们
在他们毕业满五年半后的所要能够达到怎样的一个专业
发展高度，并且必须以此要求为根本导向，对于毕业学
生们毕业之时他们所需要应该所具备怎样的学习能力素
质和个人素质来进行综合评估，然后再将这些所必须要
具备的能力分解为具体的培养内容和培养指标，分解后
的内容必须是可执行的，而且要与教学活动相关联。除
此以外，在指标分解工作时，也注意要寻找与大学所认
为需要学生达成的学业目标相密切关联，以能够保证毕
业生在临近毕业时首先要先达到所毕业课程要求数量的
指标点，再才能根据这些具体指标点具体设计划分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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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高等教育过程中相应的主要教学和活动方面的相关具
体内容。在具体进行人才培养目标体系内容的制度设计
实施时，一定要严格保证制度体系实施的法律可执行性，
这样也才能确保形成法律法规对实现人才培养和产出质
量的法律基本保障。

2.制定了培养目标，建立评价和修订制度。
在建立我国现代高校的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模式

体系时，需要重新制定适合本高校专业要求的研究生培
养模式目标，并且同样需要研究建立关于培养式目标内
容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修订工作制度。培养方式
目标一般是指院校对该校本有关专业技术的优秀毕业生，
在本科毕业后或五年实习后，要期望能够最终达到什么
样的相应职业能力素养和技术专业水平等的一项总体评
价描述，主要指标体系的提出制定及依据则是根据来源
于院校外部以及企业客户和人力资源市场各方的人才培
养需求情况以及对于学校组织内部人力资源的培养教育
需求。其中，外部社会需求通常包含有国家计划、社会
需求、用人的单位的岗位要求等以及对于学生成长的合
理期望要求；学生内部教育需求往往包括学校内部的知
识教学目标定位、人才培养质量的合理定位要求以及师
资培养工作质量等的合理要求 [1]。在课程执行管理的具
体过程环节中，要尽可能保证各项培养管理目标均具有
客观合理性，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建立具有准确有效的
各项培养管理学目标要求的综合评价管理制度，在实际
教学活动期间评价包括有但远远不仅仅限于教师自身评
价、企业经营评价、学业目标评价体系和其他学生素质
评价，在学生毕业时需要进行毕业评价，毕业后可以进
行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分析、跟踪调查以及综合评价等。

3.制定毕业要求并细化。
建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过程中，所必须要经历的

一部分，就是针对培养目标制定合理的毕业要求，并且
对所制定的要求进行细化和分解，使其转变为可以被考
核的具体指标点。在高校制定大学生毕业工作要求时，
应该先从每位学生到毕业年龄时就应该初步具备一定的
基本能力来出发，从知识专业性技能上来讲，包括毕业
学生首先应该学习掌握一定的基础专业的知识、应该逐
步具备相关的基础专业工作能力等等；然后从精神人格
品质培养目标上来讲，包括每位学生所应该有明晰清楚
的人生社会责任、应该努力树立积极向上的自我价值取
向等。

4.构建教学活动评价机制
在学生已经充分确认理解了学校毕业基本要求标准

和老师依据其毕业基本要求标准所做分解的课程教学评
价活动方案后，高等院校教师自然就要主动构建了对于
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方案的自主评价机制，以此来判断所
进行的教学活动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目前，我们新建
立了的本科教学实践活动效果评价反馈机制，是要以对
毕业实践要求目标的有效达成度作为结果评价考核的依
据。在实践教学综合活动目标评价反馈机制平台的研究
建设活动中，也要严格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
按照如上所描述出的实践教学综合性活动教学设计研究
方法步骤和实践教学综合活动评估执行评价机制，将整
个过程阶段考核结果和学生期末作业考核，以及全学期

课程中的所可能涉及学生的所有每个具体教学实践性活
动指标都一一对应分配到学生毕业时要求得到的具体指
标点上，根据所有学生完成每个阶段教学实际活动得到
的实际考核反馈结果，就有能够真正得到符合毕业标准
要求的考核指标点的完成度，并且要以此成绩为衡量依
据才能进一步充分体现反映出本教学或活动内容的最佳
教学的效果。

三、以学科竞赛为契机，完善专业实践
在其办学管理过程中，本专业教师一直始终坚持其

先进实用的现代办学思想理念——坚持以教育学生成才
为本，为校办产业服务。在实践性教学组织过程改革中，
将强调实践驱动教学方式和课程理论化教学理念相结合，
科学并合理适度地适当设置更有利于研究生专业技术能
力综合培养目标的相关实验和项目，并且力求在组织设
置研究性实验课题时，注重研究型教学及实验手段的整
体开放性程度和先进性，同时，教学实验还必须具备工
程实践性 [2]。因此，本系列专业建设形成出了相对完整
配套的且具有本学科特点的和富有自身优势特色鲜明的
学科实践课程教学新体系。该培养体系除了能够较为全
面系统地培养出学生掌握在未来金工实践中所有能够熟
练用到的专业实验应用技能，也是能够着重培养出学生
以后在真正面对一个复杂庞大的金工程问题时，所需必
需的具备多方面的应用综合技术能力，包括如何发现复
杂问题、分析具体问题规律和解决相关问题等的能力，
使学生在面对未来的工作实践时，具备实践能力和创新
意识，使得企业能够最大程度上选拔到符合企业需求的
人才，也在最大程度上培养出可以直接致力于国家发展
和社会发展的人才。

四、校企交流和合作，协同办学培养技术应用
型人才

高等院校也可以选择通过网络与各企业间建立一种
长久良好的长期稳固友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及时准确了
解当前行业科技发展与动态，参考该行业目前的产业技
术进步发展等情况以及本企业自身的相关人才需求情况，
可以积极考虑并建立这种订单式培养的研究生培养支持
计划；而这些企业又由于他们参与到了人才培养过程的
全生命周期过程，也能够提出自己的真实需求和真实要
求 [3]。通过这种联合培养的方式，才能真正培养出满足
产业需求的技术人才。高等院校可以和企业建立校企合
作实习计划和实训基地，不断强化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实
践环节的训练。这样不仅能解决学校实践培训中出现的
场地不足的问题，又大幅度地提高了实践训练的培训效
果。通过校企共建实践实验室，可以将企业的资源有效
地融合到专业培训中，使其成为培训体系中学生专业能
力培训的有益补充。

五、建立“双闭环”监控机制，改进教学质量
培训体系的建立，自然是离不开持续地反馈和改善。

高等院校也可以通过以本科教学工作督导机制为主导，
对所有教学过程环节过程和教学过程质量进行持续监督，
建立学院内部教育质量可以持续自我监控体系和教学质
量不断有效改进能力的有效监督控制体系，通过内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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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过程环节和教学质量目标进行的有效定期的评价，
对原有教学管理过程方式和人才培养目标模式不断的进
行适应性调整设计和自我修正，以有效确保整个课程体
系教学内容的优化设置都能够基本达成的毕业教育要求，
同时使毕业培养要求模式的整体设计框架能够有效完成
毕业生培养模式的设计目标，建立起“闭环”的反馈措
施和跟踪改进评估机制。本专业对于在主要课程、实验、
实习项目等诸方面课程的日常教学管理以及研究生课程
讲授和指导毕业项目设计环节等最主要方面的所有教学
活动环节中都全面实施了教学质量监督，有着较严格全
面的实践教学工作过程监控管理流程和过程教学管理质
量监控 [4]。本专业老师在教学课程教学质量评估环节上，
始终严格坚持 OBE理念，按照该理念中对教师课程化教
学水平的相关要求，不断在实践中激发全体教师自身在
进行课程文化建设研究以及实践教学改革探索等实践方
面创新的积极性，鼓励教师根据学生情况和自身特点，
进行特色创新，逐步建立起了“自我评估和持续改进”
的课程建设制度 [5]。在应用型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创新
体系平台的发展建设规划中，必须首先要着手构建能够
在相关专业技术能力学生的技能培养过程上产生持续稳
定跟踪及反馈效应的并不断予以改进优化的测评机制，
可以先开展一些直接相关岗位的社会调查，例如：对于
在校应届大中专毕业生的和应往届毕业生本人的就业调
查，对于潜在用人意向单位人员的求职调查，以及直接
展开一些第三方市场调查项目等，形成一系列相应完善
的就业跟踪以及反馈评估机制，以此结果来进行评价企
业所需要制定实施的专业技能培养规划目标要求的具体
合理性实现和达成度，评价课程所需制定出的毕业学分
要求合理性程度和达成度，以及课程目标的达成度等，
进而培养人才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改进和完善，持续提高
人才培养的质量，构成反馈改进机制的“外环”[6]。在
该体系中，人才培养目标是明确的，实现了学生培养目
标与社会的发展需求的紧密结合，在培养效果上能够看
到明显的作用，培养过程和培养目标得到有效监督。

六、结束语
现有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时就是以科研成果使用为

根本导向目标的，以指导学生发展为培养中心宗旨的，
并且是在逐步执行实施的过程中进行时持续跟踪改进培
养的，这样新的人才培养标准体系在大学电气工程学及
其工程相关类专业建设中已经开始得到全面推广应用了
以后，在人才培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该体系中，
人才培养工作改进的方向得到了理性化和体系化的参考，
从而实现了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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