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BE课程设计的探讨 1

课程目标的制定、落实与考核评价
—OBE课程设计探讨

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金淼

2016年5月17日 • 北京



OBE课程设计的探讨 2

主要内 容

OBE课程特征及设计思路

课程目标的制定

教学环节设计

课程考核与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OBE课程的形与神

01

02

03

04

05



OBE课程设计的探讨 3

OBE课程特征及设计思路

课程目标的制定

教学环节设计

课程考核与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OBE课程的形与神

01

02

03

04

05



OBE课程设计的探讨 4

实施层
教师

规划层
专业

1.1  课程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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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BE课程的特征

学
学生为主体

学生的“学”是核心

学生“学到了什么”是关键

教师为主导

教师的“教”是指导

教师“教授了什么”只是一种是手段。

教

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应处于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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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与考核

制定课程目标

教学设计

评价课程目标达成

1.3  OBE课程的流程

持续改进

传统课程

围绕教学内容

课程自成体系

强调课程知识的完整性

OBE课程

围绕教学目标

不强调课程体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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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教学环节：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
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该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

点的多寡，H至少覆盖80%，M至少覆盖50%，L至少覆盖30%。

课程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专业能力矩阵）

教学环节 毕业要求1 毕业要求2 …… 毕业要求12

课程-1 H L M ……

课程-2 …… H …… ……

实习-1 …… M …… H

实验-1 …… …… …… ……

2.1  课程目标的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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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1 2 3 1 2 3 1 2 3 1 2 1 2 3 1 2 1 2 3 4 1 2 1 2

高等数学 H H

线性代数 H H

概 率 论 与
数理统计

H H

大学物理 H H

机械制图 H

塑 性 体 积
成 形 工 艺
及模具

H H H M M

理论力学 H H H H

机械原理 H H L H L L L

金 属 材 料
及热处理

H L

金 属 工 艺
及 机 制 基
础

H H

《塑性体积成形工艺及模具》—毕业要求指标点

2.1  课程目标的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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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指标点 程度

1.工程知识 （5）掌握不同专业方向的专业知识并能应用于复杂工程问题的描述和解释 H

2.问题分析
（4）能够应用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基本原理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识
别、表达和分析，以获得有效结论；

H

3.设计/开发解决方
案

（2）能够设计开发实现特定功能的复杂机械系统以及系统中的零部件，掌
握复杂机械系统及零部件的制造工艺过程

H

10.沟通

（1）能够就复杂材料成型问题撰写研究报告和设计文件 M

（2）能够就复杂材料成型问题针对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陈述发言，清

晰表达研究或设计的具体思想、思路、方案、所采取的措施和效果等，并能
交流沟通

M

《塑性体积成形工艺及模具》—毕业要求指标点

2.1  课程目标的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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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1.工程知识
（5）掌握不同专业方向的专业知识并能应用于复杂
工程问题的描述和解释

掌握锻造工艺的基本知识与原理，并能综合运用材料学、力
学及金属塑性成形原理的知识对锻造过程中坯料与工（模）
具的受力及变形状态进行表述和解释

2.问题分析
（4）能够应用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基本原理

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识别、表达和分析，以获得有效
结论；

能够依据锻件特点，分析加热及成形中的可能出现的主要缺
陷，确定合理的工艺方案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2）能够设计开发实现特定功能的复杂机械系统以

及系统中的零部件，掌握复杂机械系统及零部件的制
造工艺过程

能够依据锻件的特点，设计锻造工艺和模具

10.沟通

（1）能够就复杂材料成型问题撰写研究报告和设计
文件

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撰写研究报告和设计文件

（2）能够就复杂材料成型问题针对业界同行及社会

公众进行陈述发言，清晰表达研究或设计的具体思想
、思路、方案、所采取的措施和效果等，并能交流沟
通

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进行陈述发言，清晰表达研究或设计的
具体思想、思路、方案、所采取的措施和效果等，并能与业
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塑性体积成形工艺及模具》—课程教学目标

2.2  课程目标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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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课程目标的制定

《塑性体积成形工艺及模具》—课程教学目标

掌握不同专业方向的专业知识并能应用于复杂工程问题的描述和解释毕业要求1

能够依据锻件特点，分析加热及成形中的可能出现的主要缺陷，确定合理的工艺
方案

课程目标1 掌握锻造工艺的基本知识与原理，并能够综合运用材料学、力学及金属塑性成形
原理的知识对锻造过程中坯料与工（模）具的受力及变形状态进行表述和解释

能够应用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基本原理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识别、表达和
分析，以获得有效结论毕业要求2

课程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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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课程目标的制定

《塑性体积成形工艺及模具》—课程教学目标

能够设计开发实现特定功能的复杂机械系统以及系统中的零部件，掌握复杂机械
系统及零部件的制造工艺过程毕业要求3

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撰写研究报告和设计文件

课程目标3 能够依据锻件的特点，设计锻造工艺和模具

能够就复杂材料成型问题撰写研究报告和设计文件毕业要求4

课程目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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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课程目标的制定

《塑性体积成形工艺及模具》—课程教学目标

能够就复杂材料成型问题针对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陈述发言，清晰表达研究
或设计的具体思想、思路、方案、所采取的措施和效果等，并能交流沟通毕业要求5

课程目标5 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进行陈述发言，清晰表达研究或设计的具体思想、思路、方
案、所采取的措施和效果等，并能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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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课程目标的制定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一 基本要求二 基本要求三

教学目标是由毕

业能力、课程体

系和课程特点共

同决定的

根据课程特点

通过细化毕业

要求，形成课

程目标

基本要求四

必须完全覆盖

专业能力矩阵

中的要求，可

以适当扩展

必须可实施、

可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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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设计原则

围绕课程目标，进行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

1
• 所有的课程目标均有适当的教学环节作支撑

2
• 能够体现对“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

3
• 教学环节的设计应灵活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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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教学环节 课程目标

1 绪论 授课、1学时 课程目标1

2 锻造用原材料及坯料准备 授课、1学时 课程目标1

3 锻造的加热规范 授课、3学时 课程目标1

4 自由锻工艺 授课、9学时 课程目标1、2、3

5 自由锻工艺现状与趋势 讨论、2学时 课程目标1、5

6 模锻工艺基础 授课、3学时 课程目标1

7 模锻工艺设计 授课、3学时 课程目标2、3

8 锻模设计 授课、6学时 课程目标2、3

9 锤上模锻工艺设计 项目、6学时 课程目标3、4、5

10 实验 实验、6学时 课程目标2

3.2  围绕课程目标，进行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

（1） 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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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

分组PPT汇报

质询、讨论

讨论题目

大锻件发展趋势

锻造热处理技术

课程目标 1 （工程知识）

掌握锻造工艺的基本知识与原理，并能
够综合运用材料学、力学及金属塑性成
形原理的知识对锻造过程中坯料与工
（模）具的受力及变形状态进行表述和
解释

对应

对应

（2） 讨论课设计

3.2  围绕课程目标，进行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

课程目标 5 （沟通）

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进行陈述发言，并
能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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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围绕课程目标，进行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

（2） 课程项目设计

课程项目题目

给定零件的锻
造工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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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锻件图设计

运用本课程的知识，进
行工艺分析

课程目标 2 （问题分析）

能够依据锻件特点，分析加热及成形中
的可能出现的主要缺陷，确定合理的工
艺方案

对应

课程项目题目

给定零件的锻
造工艺设计

3.2  围绕课程目标，进行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

（2） 课程项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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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吨位计算

计算毛坯图绘制

工步计算

运用数学和专业知识进
行问题分析

课程目标 2 （问题分析）

能够依据锻件特点，分析加热及成形中
的可能出现的主要缺陷，确定合理的工
艺方案

课程项目题目

给定零件的锻
造工艺设计

（2） 课程项目设计

3.2  围绕课程目标，进行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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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设计

运用数学和专业知识进
行工艺设计

课程目标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能够依据锻件的特点，设计锻造工艺和
模具

课程项目题目

给定零件的锻
造工艺设计

（2） 课程项目设计

3.2  围绕课程目标，进行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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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

提交项目报告

课程目标 4、5 （沟通）

（4）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撰写研究报告和设计文件；

（5）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进行陈述发言，清晰表达研
究或设计的具体思想、思路、方案、所采取的措施和
效果等，并能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
交流。

课程项目题目

给定零件的锻
造工艺设计

（2） 课程项目设计

3.2  围绕课程目标，进行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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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课程考核的设计原则

围绕课程目标，依据教学环节逐项考核

课程

目标

考核

匹配评分

所有的课程目标均有适当的考核方式

每一项考核均有明确的评分标准 考核权重要与课程目标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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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课程目标与教学环节

序号 课程目标
培养环节

授课 讨论课 课程项目 实验

1
掌握锻造工艺的基本知识与原理，并能够综合运用材料学、力
学及金属塑性成形原理的知识对锻造过程中坯料与工（模）具
的受力及变形状态进行表述和解释

+ +

2
能够依据锻件特点，分析加热及成形中的可能出现的主要缺陷，
确定合理的工艺方案

+ +

3 能够依据锻件的特点，设计锻造工艺和模具 + +

4 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撰写研究报告和设计文件 +

5
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进行陈述发言，清晰表达研究或设计的具
体思想、思路、方案、所采取的措施和效果等，并能与业界同
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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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课程考核方案

说明：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学生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1分。无故缺勤5
次者，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结课考试成绩不满卷面成绩60%者，本课程考核为不合格。

0%~-5%

15%

10%

70%

平时表现

讨论课

课程项目

实验

结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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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课考核方案

序
号

课程目标 考察点
占比
%

优
5

良
4

中
3

差
2~0

1

掌握锻造工艺的基本知识与原理，
并能够综合运用材料学、力学及
金属塑性成形原理的知识对锻造
过程中坯料与工（模）具的受力
及变形状态进行表述和解释

参考资料的参阅
问题的归纳总结

30

参考文献5篇以上，
相关度高；

问题归纳总结恰
当；

参考文献 4篇以
上，相关度较高；

问题归纳总结恰
当；

参考文献3篇以上，
相关度一般；

对问题进行了归纳
总结；

参考文献不足3篇，
相关度一般；
未进行归纳总结；

5

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进行陈述发
言，清晰表达研究或设计的具体
思想、思路、方案、所采取的措
施和效果等，并能与业界同行及
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PPT讲解 40
陈述的逻辑性强
问题表达清晰
结论准确适当

陈述的逻辑性较
强
问题表达较清晰
结论适当

陈述的逻辑性尚可
问题表达基本清晰
结论基本适当

陈述的逻辑性不足
问题表达不够清晰

结论不当或没有结
论

提问交流 30
回答问题正确

能够说服对方接
受自己的观点

回答问题正确

基本能够说服对
方认可自己的观
点

回答问题基本正确

基本能够说服对方
认可自己的观点

回答问题不够正确

无法说服对方接受
自己的观点

合 计 100

4.3  课程考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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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项目考核方案

序
号

课程目标 考察点
占比
%

优
5

良
4

中
3

差
2~0

3
能够依据锻件的特点，设计锻造
工艺和模具

冷锻件图设计
工艺参数计算
模锻工艺

40
冷锻件图设计正确
工艺参数计算正确
工艺方案适当

冷锻件图设计正确
工艺参数计算正确
工艺方案较好；

冷锻件图设计正确
工艺参数计算正确
工艺方案可行

冷锻件图设计有误
工艺参数计算有误
工艺方案不可行

4
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撰写研究报
告和设计文件

项目报告 30
报告完整
格式规范

报告较完整
格式规范

报告基本完整
格式较为规范

报告不够完整
格式不规范

5

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进行陈述发
言，清晰表达研究或设计的具体
思想、思路、方案、所采取的措
施和效果等，并能与业界同行及
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PPT讲解 15

陈述的逻辑性强
工艺方案表达清晰

工艺可行性分析准确适
当

陈述的逻辑性较强
工艺方案表达较清晰

工艺可行性分析基本
准确适当

陈述的逻辑性尚可

工艺方案表达基本清
晰
工艺可行性分析尚可

陈述的逻辑性不足

工艺方案表达不够清
晰

工艺可行性分析不当
或没有

提问交流 15
回答问题正确

能够说服对方接受自己
的观点

回答问题正确

基本能够说服对方认
可自己的观点

回答问题基本正确

基本能够说服对方认
可自己的观点

回答问题不够正确

无法说服对方接受自
己的观点

合 计 100

4.3  课程考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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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能力 指标点

一 二 三 四 合
计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2 3 3 2 3 2 2 3 3 3 3 3 3 6 6 6 6 6 15 20 100

1

掌握锻造工艺的基本知识与原理，
并能够综合运用材料学、力学及
金属塑性成形原理的知识对锻造
过程中坯料与工（模）具的受力
及变形状态进行表述和解释

锻造工艺的现状、前沿及发展趋势 ★

20

锻造常用材料、加热规范 ★ ★

锻件变形特点、应力场、应变场分
析

★ ★ ★

2
能够依据锻件特点，分析加热及
成形中的可能出现的主要缺陷，
确定合理的工艺方案

加热和冷却过程中常见缺陷及其产
生机理和避免方法

★ ★ ★

45

自由锻工艺的主要缺陷及成因分析 ★ ★ ★ ★

模锻工艺的主要缺陷及成因分析 ★ ★ ★ ★ ★

3
能够依据锻件的特点，设计锻造
工艺和模具

自由锻工艺制定
锤上模锻工艺制订

★ ★ 35

4.3  课程考核方案 结课考试考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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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目标

考核环节

合计
结课考

试
讨论课

课程
项目

实验

1
掌握锻造工艺的基本知识与原理，并能够综合运用材料学、
力学及金属塑性成形原理的知识对锻造过程中坯料与工
（模）具的受力及变形状态进行表述和解释

14 1.5 15.5

2
能够依据锻件特点，分析加热及成形中的可能出现的主要
缺陷，确定合理的工艺方案

31.5 10 41.5

3 能够依据锻件的特点，设计锻造工艺和模具 24.5 6 30.5

4 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撰写研究报告和设计文件 4.5 4.5

5
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进行陈述发言，清晰表达研究或设计
的具体思想、思路、方案、所采取的措施和效果等，并能
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3.5 4.5 8

课程考核权重4.3  课程考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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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课程能力达成度评价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2、完全定量的评价方法不见得是科学的

3、课程的合理性是目标达成度评价的基础

4.4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X项课程目标达成度=
该项课程目标实际得分

该项课程目标的额定分值

学生单项课程目标的能力达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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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毕业能力 课程目标

考核环节 合计

结课考
试

讨论课
课程项

目
实验 成绩

能力达成
度

1-5 工程知识 课程目标1 10.5 1.5 12/15.5 0.77

2-4 问题分析 课程目标2 30 8 38/41.5 0.92

3-2
设计/开发解决方
案

课程目标3 21 5 26/30.5 0.85

10 沟通
课程目标4 4 4/4.5 0.89

课程目标5 2.5 3.5 6/8 0.75

合计 86/100

某一学生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示例

4.4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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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学生能力达成度计算示例

4.4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教学大纲-2015版.doc
教学大纲-2015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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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大纲（理论教学、实验教学）

2、讨论课指导书、课程项目指导书、实验指导书

3、教学过程资料（签到表、报告、PPT、作业、设计图纸、实验报告）

4、评分标准及评分表（讨论课、课程项目、实验）

5、试卷、标准答案、评分表

6、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表（含持续改进措施）

4.5  存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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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课程特征及设计思路

课程目标的制定

教学环节设计

课程考核与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OBE课程的形与神

01

02

03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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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模具设计二级项目

5.1  基于OBE的课程设计

培养的能力 涉及的课程 项目的内容

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文献检索和问题分析能力

实验实施和问题研究能力

工程设计及创新能力

团队合作与交流能力

组织管理和工程管理能力

冲压工艺及模具

金属塑性成形原理

模具设计的力学原理

弹性力学基础及其有限元

现代模具制造技术

覆盖大量的基础课程

制定冲压工艺方案

完成冲压模具设计

方案论证

实现模具（加工）装配

实际压制

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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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1

冲压模具设计二级项目

制定工
艺方案

Phase 2

冲模设计

Phase 3

方案论证

Phase 4

模具加
工装配

Phase 5

实际压制

Process Establishment Stamping Die 

Design

Project 

Assessment

Tools 

Manufacturing & 

Assembly

Experiments

5.1  基于OBE的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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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实施
组内任务分工、协调、评定
由学生负责

冲
压
件

源于工程实践 毕业能力：
7.团队合作与交流能力
8.组织管理和工程管理能力

5.1  基于OBE的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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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资料
• 工艺分析

毕业能力：
1.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2.文献检索与问题分析能力

 制定工艺方案5.1  基于OBE的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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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考虑非技术因素
(2)平衡各方利益
(3)创新意识
(4)成本核算

毕业能力：
4.工程设计及创新能力
8.组织管理和工程管理能力

 冲模设计5.1  基于OBE的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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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识别
• 建模仿真
• 结果分析

毕业能力：
2.文献检索与问题分析能力

 工艺仿真及虚拟装配5.1  基于OBE的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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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陈述
•质询答辩

毕业能力：
7.团队合作与交流能力

 方案论证5.1  基于OBE的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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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对理论知识、非技术因素的理解
•体会工程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矛盾性

毕业能力：
3.实验实施和问题研究能力

 模具装配及实际压制5.1  基于OBE的课程设计

04 毕业能力达成度评价方法（课程设计）.docx
04 毕业能力达成度评价方法（课程设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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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展示5.1  基于OBE的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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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达成度评价标准

评价
方式

课程能力 优 良 中 及格 差

教师
评分

（10%）

4.4设计过程中能够综合非技
术因素

充分考虑 能够较多考虑 一般 考虑较少 不能考虑

8.2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经
济决策的能力

充分考虑经济因素 能够较多考虑 一般 考虑较少 不能考虑

实验
成绩（15%）

3.1具有在机械工程实践中制
定实验方案、并进行实验的
能力

方案合理，操作正确，分
析合理

方案、实验操作
有瑕疵

方案、操作有瑕疵，
分析不全面

结果有较大偏
差

无结果或结
果错误

5.1具有系统的工程实践学习
经历

动手实践能力强 积极动手操作
能动手实践完成实
验

动手较少 几乎无操作

答辩
成绩（55%）

7.1具有撰写报告、陈述发言
表达能力

报告撰写全面，陈述表达
充分

报告撰写、陈述
表达有瑕疵

报告撰写、陈述表
达一般

报告有缺陷，
陈述表达模糊

报告潦草，
陈述错误

2.3具有综合运用学科理论和
技术手段分析并解决材料成
型复杂工程问题的基本能力

能够运用基本理论分析带
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工
艺和模具设计问题

运用基本理论有
瑕疵，但，能够
考虑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

运用基本理论有瑕
疵，问题分析基本
正确

基本理论模糊、
多种因素认识
不全面

基本理论运
用差认识不
到多种因素

5.1  基于OBE的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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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课程的形 OBE课程的神

1、指向毕业要求的课程目标

2、针对课程目标而设计的教

学内容与环节

3、面向课程目标的考核方案

4、详细的评分标准

5.2  OBE课程形与神

1、学生的参与度

2、学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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