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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 理念的应用型本科人因工程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李先冲 

（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重庆市巴南区  401320） 

 
在工业工程类专业中，《人因工程》四大核心课程之一，也

是日后从事 IE 工作的学生重要的理论依据和使用工具。就课程
本身而言，在传统教学中普遍认为该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工程应
用背景突出、国家标准多而复杂等问题，导致学生不易理解，掌
握效果不佳[1]。本文提出一种《人因工程》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
方案，分析了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的问题，探寻实践教学的
改革方法。同时针对 OBE 理念中最终目标的实现，以项目为驱
动打造分阶段分层次的实践教学模式。该方案以 OBE 教育理念
为基础，并辅助项目制教学方式，针对《人因工程》课程实践教
学过程存在的问题，探讨课程改革模式。以最终学习成果为起点，
辅助项目制教学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培养出具备一定工程实践能
力的人因工程人才[2]。 

一、以 OBE 理念进行实践环节设计的必要性 
OBE 即所谓的成果导向教育理念(Outcome-Based Education)，

一经推出便得到广泛的认可、推广，尤其对于工业工程类等实践
性较强的专业，基于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付诸实施确实对
人才培养取得了较好成效。在这一教育理念下主要强调的是“想
让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如何有效地帮助并
知道学生取得了这些学习成果”等四个问题。 

人因工程的很多理论和技术都来源于实验,拥有很强的实践
性,在教学环节中需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而 OBE 教学
理念中的最终目标的提出，将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点。再以
项目制形式驱动学生通过自身努力去完成最终目标，将极大增强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学习效果。同时通过职业能力的对接，让
学生明白是为自己未来而学；通过学生项目完成效果，能够很便
利的掌握学生最终目标的实现情况。随着 OBE 教育理论在人因
工程课程教学的真正落地，定能打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全兴教
学模式。从而能够有效避免学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实现理论知
识与企业实际操作之间完美的对接和融合，从而提升学生的实践
与创新能力。 

目前开设人因工程课程的应用型本科不在少数，在实践教学
也有一定的进展，加强了实践环节的内容和形式，但也存在不少
问题。 

1.学生目标不够明确，理论枯燥，学习缺乏主动性 
学生学习出发点通常是为了应付期末考试，其目的仅仅是为

了拿到学生，这一结果与人才培养的要求背道而驰。同时人因工
程学的内容包含了大量的国家标准和生理、环境等方面的基础性
原理，而这些内容以往学生接触少，往往很枯燥。而且人因工程
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来自经验科学，学生很难在实际中看到应用
成果，使其缺乏对人因工程在工业工程专业学习中的认知。这会
极大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谈不上自主学习，只是为了学分才
学习。 

2.工程实践机会少 
这样的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不能在实践中观察、体验，就不

会有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思路。企业不愿意接收学生进行实习，
造成学生不认识、不了解企业实际，更谈不上到企业中进行实践
锻炼。 

二、基于 OBE 理念的实践教学优化设计 

依据 OBE 思想核心的四个问题，将企业实际需求中产线优
化中人机系统的优化，设定为学生学习的最终目标。以工业工程
岗位职业能力为导向，确定学生学习的原因是未来职业发展需
要。同时以项目制为驱动，分阶段分层次以实现最终目标。 

 
 
 
 
 
 
 
 
 
 
 
 
 
 
 
 
 
 
 

图 1  实践环节具体实施 
实施时将学生分为 5-6 人的小组形式以宗申产线优化项目

为载体，如图 1 所示，以其中的人机系统改造为最终目标，根据
其中所蕴含的人因能力将教学过程（即为最终目标实现过程）为
4 个阶段来实施。以任务/项目驱动学习，让学生通过参与项目，
以做中学为指导。整个实践过程分为准备、现状分析、设计、评
估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安排好学生详细的输出，并对每个阶段学
生输出进行评价。 

三、本文总结 
根据 OBE 成果导向学习理念，在保证学生学习过程监管基

础上，一开始就抛出人因工程学习所需要达到的目标。通过分阶
段分层次，同时人性化的项目制教学方式让学生通过自身努力去
实现最终目标。这样的学习后，将极大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增
强学习人因工程实践的能力。更能教育出更多的工业工程人才助
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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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项目制为驱动，学习分小组分阶段实现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