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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在新工科教育框架下，针对传统理工科专业，探索了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的专业技能训

练课程改革。通过构建一个涵盖元器件识别、电路设计、硬件组装、软件编程和创新应用的自动控制温

度调控系统，本课程旨在强化学生的实践操作、自动化控制和创新设计能力。课程改革着重于弥补学生

在动手实践、理论知识和综合技能方面的不足，同时提升其团队协作和问题解决能力。将课程设计与专

业工程认证标准相结合，课程目标是培育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高素质新工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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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course for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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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EM) majors integrates theoretical instruction with hands-on practice, 
serving as a pivotal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nd foster a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a fertile ground for implementing the Outcomes-Based 
Education (OBE) concept. The cour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CTRG) has developed an auto-
matic control-based temperature regulation system that encompasses component recognition, cir-
cuit design, hardware assembly,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design. This sys-
tem addresses deficiencies of students in practical skills, knowledge of automatic control, and gaps 
in circuit design, assembly, and debugging. The course aims to expand perspectives of students and 
strengthen their practical, innovative, and collaborative capabilities. By aligning with the bench-
marks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cultivate top-tier, inter-
nationally competitive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who meet the demands of quality and compe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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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科技与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新工科时代，工程专业教育正处在关键的转型与升级阶段。作为

工科教育的核心实践环节，专业技能训练不仅深度融合了扎实的理论知识与前沿的专业技能，更在培育

学生的创新精神及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综合能力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s-
Based Education, OBE)理念[1]-[3]已成为引领工程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其强调以学生最终达成的学习成

果为逆向设计核心，系统构建课程体系与教学环节，以精准对接“中国制造 2025”等国家战略对创新型、

应用型工程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4]。自 2017 年以来，教育部大力推动新工科建设[5]，致力于打造与国

际先进工程教育体系接轨的教育模式，全方位培养具有深厚专业素养、敏锐创新思维、宽广国际视野的

高素质工程科技人才。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发布，为高等教育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的使命担

当提供了明确指引[4]-[6]。本课程改革项目正是基于上述时代背景与政策导向[6]-[9]，积极探索创新教学

方法和内容体系，全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确保课程建设全面契合专业工程认证的高标准要求[10]。 
从国际视角来看，OBE 理念在全球工程教育领域已得到广泛认可与深入实践[11]。发达国家的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标准明确要求课程设计必须基于 OBE 理念，通过设定清晰、可衡量的学习成果目标，指导

教学活动的开展与教学资源的配置，以确保工程专业毕业生能够满足行业对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的要求。

在新工科建设方面，美国、德国等工程教育强国通过跨学科融合、校企协同创新等多种举措，积极探索

培养适应新兴产业需求的工程科技人才的新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国际经验为我国工程专业教

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国内众多学者围绕 OBE 理念在工程教育中的应用也展开了深入探讨。一些研

究聚焦于如何依据 OBE 理念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实现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的紧密对接[12] [13]；
另一些研究则致力于探索基于 OBE 理念的教学方法创新，如项目式学习、案例教学等，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与主动性，提升教学效果[14] [15]。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国内高校也纷纷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工程

教育改革项目，通过优化专业设置、加强实践教学等手段，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 
然而，当前的研究与实践仍存在一些有待深化的方面。一方面，在 OBE 理念与专业技能训练课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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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深度与广度上，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理论探讨与一般性的教学实践，缺乏对特定专业技能训练课程的

系统性分析与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尽管新工科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课程思政建设、产教融合等

方面的协同推进仍有不足，尚未充分形成多维度、全方位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本研究立足于上述

研究背景与现状分析，以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为切入点，基于 OBE 理念构建包含元器件识别、电路设计、

硬件组装、软件编程和创新应用的自动控制温度调控系统，旨在深入探索新工科背景下工程专业教育改

革的有效路径，为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工程科技人才提供有益的参考与示范，为推动我国工程

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2. OBE 理念与专业技能训练课程结合的理论分析 

OBE 理念强调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导向，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达到的具体能力和素质，并以此

为基础设计和实施教学活动。这一理念的核心要素包括明确的学习目标、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多

元化评价体系以及持续改进机制，这些要素与专业技能训练课程的目标、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具有高

度的契合性。 

2.1. 明确的学习目标与课程目标的对接 

OBE 理念要求在课程设计之初就明确学生应达到的学习成果，这些成果应具体、可衡量、可实现、

相关联且有时限(SMART 原则)。在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中，课程目标的设定不仅遵循了这一原则，还紧密

结合了专业技能训练类课程的特征和目标。例如，课程目标 1 强调学生掌握控温基本知识、模拟软件原

理及使用等专业技能。这与 OBE 理念中明确学习目标的要求相契合，因为课程目标的具体性和可衡量性

使得学生能够清晰地了解自己在课程中应达到的能力水平。同时，课程目标的设定也考虑了材料科学与

工程专业的特点，如对热处理过程的精确控制，这与专业技能训练类课程的目标紧密相连，即培养学生

在材料制备和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专业技能[14]。通过将 OBE 理念中的学习目标明确性与专业技能训练课

程的具体要求相结合，课程能够更有效地引导学生朝着既定目标努力，确保学生在完成课程后具备明确

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2.2.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与课程教学策略的融合 

OBE 理念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和个性化发展。在专业技能训练课程

中，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与课程教学策略相融合，以满足这一理念的要求。首先，项目式学习是一种有

效的教学方法，它使学生能够通过实际项目的完成来应用和巩固所学知识。例如，学生需要设计和搭建

自动控温装置，这个过程要求学生主动查阅资料、设计电路图并进行实践操作。其次，案例教学法也被

广泛应用。通过分析实际案例，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并与工程实践相结合[12]。此外，问题导向

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引导他们自主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其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13]。这些

教学方法的融合不仅体现了 OBE 理念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还充分发挥了专业技能训练类课程实践性

强的特点，使学生能够在实际操作中提升专业技能，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因为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不同的项目和案例进行深入研究。 

2.3. 多元化评价体系与课程考核评价的完善 

OBE 理念强调对学生学习成果的全面评价，采用多元化评价体系，包括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

结合的方式。在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中，构建了涵盖平时表现、作业完成情况、项目成果、实践操作、成果

汇报、期末报告等多方面因素的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和反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

习情况和问题，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达成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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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中，构建了涵盖平时表现、作业完成情况、项目成果、实践操作、成果汇报、期

末报告等多方面因素的考核评价体系。这种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不仅关注学生的最终学习成果，还注重对

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和反馈。例如，学生的平时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能够反映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努力

程度和对知识的理解程度。项目成果和实践操作的评价则直接体现了学生对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以及

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的问题解决能力[14]。成果汇报和期末报告的评价则考察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对整个

项目的总结归纳能力[12]。通过这种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问题，从而

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例如，如果发现学生在实践操作中普遍存在某个技能的欠缺，教师可以在后续教

学中加强该技能的训练。同时，这种评价体系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达成课程目标，因为它使学生清楚地

知道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提高。 

2.4. 持续改进机制与课程改革的动态优化 

OBE 理念注重教学过程的持续改进，通过定期收集学生反馈、评估教学效果和更新教学内容，确保

课程始终符合学生需求和行业标准。在专业技能训练课程改革中，建立了持续反馈与改进机制，每学期

末组织学生、教师和企业导师对课程进行评估，收集各方反馈意见，及时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之处，并据此调整和优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例如，根据反馈，若发现学生在某项专业技能上普

遍较弱，课程内容会在下一轮教学中强化该技能的训练，并通过实际案例或项目来加深理解。这种动态

优化不仅体现在教学内容上，还体现在教学方法的灵活调整上，如增加虚拟仿真技术的使用，或者优化

小组合作学习的流程，以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行业发展的新趋势，从而确保课程改革的持续性

和有效性。 

3. OBE 理念在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中的应用 

3.1. 课程目标的重新定位 

新工科教育代表着一种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旨在通过优化教育结构来解决教育的根本问题：培养

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以及为谁培养[16]。当前，材料类专业的学生在前半段大学学习中，往往缺乏足

够的专业技术和工程实践类课程，这限制了其专业能力的发展和对学科兴趣的培养。特别是对于 90 后、

00 后学生，他们个性化需求突出，擅长网络学习，对实践类课程有较高兴趣，但可能在组织纪律性和自

我管理方面存在不足[17]。因此，课程需要调整教学内容、方法和理念，以适应这些特点[14]。根据新工

科人才培养要求和 OBE 理念，结合课程特点和社会需求，重新制定了明确、具体、可衡量的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涵盖知识、能力、素质等多个维度，体现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职业素养。 

3.2. 课程内容的优化与更新 

对课程内容进行全面梳理，去除陈旧、过时的知识点，增加学科前沿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以及跨

学科内容。具体措施包括 1) 增加前沿知识模块，引入当前自动控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应用，如

智能控制算法、物联网在自动控制中的应用等。2) 强化实践内容，增加实际工程案例分析和项目实践环

节，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3) 跨学科融合，结合材料科学、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等多学

科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3.3.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项目式学习、案例教学、问题导向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同时，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手段，如虚拟仿真、在线课程平台、

多媒体教学资源等，丰富教学形式和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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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实践教学环节的强化 

增加实践教学比重，为学生提供可利用的工具和项目机会，真正动手进行项目实施。培养学生在材

料热加工和制备过程中的关键技能，如热处理设备的使用，控温原理的理解，以及自动化技术的运用等

(如图 1 所示)，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Figure 1. Framework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OBE philosophy 
图 1. 基于 OBE 理念的课程实施架构 

3.5. 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 

构建多元化、全过程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综合考虑学生的平时表现、作业完成情况、项目成果、

实验操作、成果汇报、期末报告等多方面因素。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和反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

习情况和问题，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达成课程目标。 

4. 教学改革的实施过程 

4.1. 自动控制温度调控系统的构建与实施 

自动控制温度调控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主要由传感器模块、控制模块、执行模块、电源模块和人

机交互模块组成。各模块之间通过标准接口进行连接，提高了系统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1) 需求分析阶段：自动控制温度调控系统的构建始于精准的需求分析。教师带领学生们深入市场调研，

分析不同行业对温度调控的需求，如材料热处理、化工反应温度控制等场景。学生们通过调研了解到，控

温设备需要具备高精度、稳定性强、操作简便等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课程目标和专业技能训练要求，

确定系统的性能指标和功能要求，例如温度控制精度需达到±10℃，温度范围覆盖常温至 200℃等。这一阶

段充分体现了 OBE 理念中明确学习目标的要求，通过实际需求的引入，让学生清晰地认识到所学知识的应

用场景和应达到的能力水平，为其后续的学习和实践指明了方向，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2) 方案设计阶段：在方案设计环节，教师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系统方案设计。学生们需要完成

硬件选型、电路原理图绘制、软件功能规划等一系列任务。例如，在硬件选型过程中，学生们根据性能指

标要求，对比分析不同类型的温度传感器(如热电偶、热电阻等)的特性，最终确定选用 K 型热电偶作为温

度测量元件。在电路原理图绘制阶段，学生们运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知识，设计出各模块的连接方式，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1065


霍纯青 等 
 

 

DOI: 10.12677/ae.2025.1561065 816 教育进展 
 

确保信号的准确传输和处理。而在软件功能规划方面，学生们将控制程序划分为数据采集、控制算法、设

备驱动和人机交互等功能模块，采用模块化编程思想进行规划。这一过程不仅培养了学生的专业知识应用

能力，还锻炼了其系统思维和工程设计能力，与 OBE 理念中强调的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要

求相契合，使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为实现课程目标奠定基础。 
3) 硬件组装与软件编程阶段：硬件组装阶段，学生们按照设计方案逐步完成各模块的硬件组装，并

进行严格的测试和调试。在组装过程中，学生们亲自动手焊接电路板、连接各模块接口，通过实际操作

加深了对硬件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例如，在连接传感器模块与控制模块时，学生们需要仔细检查线路连

接是否正确，确保信号能够准确传输。若发现线路存在问题，如短路、断路等，学生们需要运用所学知

识进行故障排查和修复。与此同时，学生们使用编程软件进行控制程序的编写。在编程过程中，学生们

采用模块化编程思想，分别实现各个功能模块的程序代码。例如，在数据采集模块中，编写程序读取温

度传感器的数据；在控制算法模块中，运用 PID 控制算法实现温度的精确控制。通过实践操作，学生们

不仅掌握了硬件组装和软件编程的具体技能，还培养了其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思维，这正是 OBE 理念所

倡导的通过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体现，使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提高其工程

实践能力，为今后的职业发展积累经验。 
4) 系统测试与优化阶段：完成硬件组装和软件编程后，学生们对整个系统进行全面测试，包括功能测

试、性能测试和稳定性测试。在功能测试中，学生们检查系统是否能够实现温度的自动测量、显示和控制

等基本功能。例如，通过设定不同的目标温度，观察系统是否能够准确地进行温度调节，并将实际温度与

目标温度进行对比，验证系统的控制精度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在性能测试方面，学生们重点关注系统的响

应速度和稳定性。例如，通过快速改变环境温度或负载条件，观察系统是否能够迅速做出响应并保持温度

的稳定控制。根据测试结果，学生们分析系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如控制精度不够、响应速度慢等，

并针对性地进行优化和改进。这一阶段不仅让学生掌握了系统测试和优化的方法，还培养了其严谨的科学

态度和质量意识，使学生能够不断地追求卓越，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也是 OBE 理念中持续改进机制的具

体实践，通过对教学过程的不断优化，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培养效果。 

4.2. 教学组织与学生指导 

在课程教学组织中，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设计不同的项目作品，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

分工合作意识。这种分组方式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还让学生在项目实践中学会了分工合作

和沟通协调。每个小组成员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承担不同的任务，如硬件设计、软件编程、系统测

试等，通过相互协作完成项目目标。这体现了 OBE 理念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了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能力水平，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教师

进行一对一辅导，帮助他们解决在硬件组装或软件编程中遇到的问题，巩固基础知识，逐步提高其实践

能力。例如，针对在电路原理理解上有困难的学生，教师通过耐心讲解和实例演示，帮助学生掌握电路

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教师布置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如要求他们优化控制算法、

拓展系统的功能(如增加远程监控功能)等，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潜能，培养其独立思考和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这种个性化指导方式符合 OBE 理念中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和个性化发展的要求，使每个学生都能

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充分的发展，实现自身的学习目标。 

4.3. 案例的推广价值和应用前景 

本课程案例在教学改革中的成功经验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首先，自动控制温度调控系统的构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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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涵盖了从需求分析到系统优化等多个环节，完整地体现了工程实践的全过程，为其他专业技能训练课

程提供了可借鉴的教学模式。其他课程可以参考这种模块化设计和项目驱动教学方法，结合自身专业特

点，设计相应的实践项目，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其次，案例中融入的 OBE 理念，通过

明确学习目标、以学生为中心、多元化评价以及持续改进机制等措施，有效提升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培

养效果，值得在各类课程教学中推广应用，以提高整体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从应用前景来看，自动控制温度调控系统在多个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

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对温度控制精度和智能化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本案例所涉及的温度调控技

术不仅可以应用于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热处理过程，还可以拓展到化工、电子、食品、医疗等多个行

业。例如，在化工生产中，精确的温度控制对于反应过程的安全性和产品质量至关重要；在电子芯片制

造中，温度调控影响着芯片的性能和可靠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实践，学生掌握了自动控制温度调控

系统的核心技术和设计方法，能够为未来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其职业发展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同时，学生在课程中培养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也将有助于他们在工作中不断改进和优

化温度调控系统，推动相关行业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综上所述，通过对自动控制温度调控系统构建和实施过程的详细描述，以及对 OBE 理念在案例中具

体体现和作用机制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出该案例在教学改革中的成功应用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和

综合素质，还为其他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5. 教学成效分析 

5.1. 学生学习成果评价 

课程连续收集并分析各学年的学生考核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实践操作成绩和期末报告成绩。通过

对比成绩的平均分、优秀率(≥85 分)、及格率(≥60 分)以及成绩分布情况，量化评估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

变化。在实践教学环节，设计标准化实践任务，记录学生完成任务的准确率。采用创新指数评估学生创

新能力，从创意新颖性、技术难度、应用价值三方面打分(1~5 分)。 
通过课堂观察记录，发现学生课堂参与度显著高于同年级其他专业课程，平均出勤率达到 99%；主

动发言和参与小组讨论的学生比例也高于同年级其他专业课程。在课程进行过程中，设置了三次阶段性

成果检测，分别在课程开始后的第 4 周、第 8 周和第 12 周进行。通过对比三次检测的效果，可以清晰地

看到学生的成长轨迹。 

5.2. 学生学习过程的跟踪与分析 

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详细记录，观察内容包括学生的出勤情况、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回答问题的

准确性、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对新知识的接受程度等。期末要求学生撰写实践报告，内容

包括学习的主要内容、三次成果报告、自己的学习心得、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法、对课程的建议等。在

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课堂互动、课后答疑和小组讨论等方式，及时了解学生遇到的问题，并给予

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 

5.3. 学生项目成果展示 

学生在产品的研发过程中不断挑战自我，通过深度学习实现了学习能力的飞跃。每位学生都成为了

积极的学习者，在课程学习中构建和整合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教师针对表现优异的学生提出

了更高的期望，并根据其产品设计了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以激励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和探索。 
例如，一个学生团队设计的便携式冰导热系数测定仪，不仅结构巧妙、操作简便，而且能够实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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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温度数据，最终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另一个团队开发的智能保温锅盖装置，通过控制面板设定的参

数实现精准温控，展现了良好的市场应用前景，并同样获得了专利认证(见图 2)。此外，多个富有创意的

学生项目在教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全国性比赛并获奖，如图 3。 
 

    
(a)                                          (b) 

Figure 2. Display of students’ innovative design achievements. (a) Portable ice thermal conductivity meter: A device which 
can transmit temperature data in real-time and has obtained a utility model patent; (b) Smart thermal insulation pot lid device: 
An apparatus which can adjust temperature according to users’ needs, with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and has been granted 
patent certification 
图 2. 学生创新设计成果展示。(a) 便携式冰导热系数测定仪：一种能够实时传输温度数据的设备，已获得实用新型

专利；(b) 智能保温锅盖装置：一种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调节温度的装置，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已获得专利认证 

 

   
(a)                                              (b) 

Figure 3. Display of competition achievements of students. (a) Second prize in the 7th national you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novation experiment and works competition (Hainan province), showcas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ve spirit of students; (b) 
Second prize in the 8th physics experiment competition of 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reflecting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physics experiment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students 
图 3. 学生竞赛成果展示。(a)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海南赛区)二等奖，展示了学生的科研能力

和创新精神；(b)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二等奖，体现了学生在物理实验设计和操作方面的卓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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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展示了部分学生作品及其功能说明，这些作品体现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如，智能控温吹风机满足了不同用户对温度调节的需求，变温咖啡渣清洗机提供了更安全、便捷的清

洗体验。这些成果不仅展示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也体现了教学改革的有效性。 
 
Table 1. Display of works of some students 
表 1. 部分学生作品展示 

作品展示 功能说明 

 

市面上的大部分吹风机一般只分了冷、热、暖三档温度

设置，无法满足不同年龄、性别、发型消费者的不同需

求。因此，该小组经过调研，研发了一款温度可调节的

智能控温吹风筒，使消费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温

度设置，非常实用。 

智能控温吹风筒 

 

某款咖啡机压榨制作咖啡后会有残渣遗留在机器内，整

体温度过高，如需马上进行冲洗会造成较差的用户体

验。该小组经过调研研发了一款变温咖啡渣清洗机，允

许使用者在适宜的温度下进行清洗，非常方便，且不会

受到高温烫伤、蒸汽烫伤等伤害。 

变温咖啡渣清洗机 

 

热重分析仪是一种利用热重法检测物质温度-质量变化

关系的仪器，在程序控温下，测量物质的质量随温度(或
时间)的变化关系。一般热重分析仪只在大型实验室或

测试中心才会配备，且收费不低，对经费不充足的本科

生研究项目不友好。该小组研发了一款智能控温脱水

机，通过调控加温过程，自动记录被测物质质量的变化。

通过分析热重曲线，就可以知道被测物质在多少温度时

产生变化，并且根据失重量，计算失去了多少物质。结

果准确，价格亲民。 

智能控温脱水机 

 

南方冬季寒冷潮湿，小太阳是便利的常用取暖设备。但

小太阳供暖范围比较小，离得近又容易造成身体干燥不

适。该小组经过调研，研发了一款控温人工小太阳，可

以根据个人需求进行加热温度调控，使其工作在人体适

宜的温度范围内。 

控温人工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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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冬季饭菜上桌后来不及食用会变凉，不但影响口感还直

接影响身体建康。目前市售盖菜罩大多为夏季使用设

计，只具有防虫防尘功能，不能满足冬季使用需求。基

于此，该小组设计制备了具有自动灭菌、饭菜保温、菜

品保鲜、菜品保质功能的多功能铝制盖菜罩装置。提供

10 种不同的选择模式，能够实现牛奶、粥、米饭、蒸

菜、海鲜、肉类、炒菜、油炸食品等的高效保温，还具

有解冻、坚果去湿以及消毒等功能。 

多功能保温保鲜盖菜罩 

 
通过引导学生参与专利申请、科技竞赛和知识产权登记，本课程形成了以成果为导向的教学模式，

实现了教学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这种教学改革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兴趣，而且培养了他们的团

队协作能力和创新精神。项目或产品驱动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18]，在竞赛中锻炼，为成为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新工科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 结束语 

本研究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对传统理工科专业中的“专业技能训练”课程进行了深入的

教学改革。通过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本课程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而且增

强了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这种自主式、任务引导式的教学方法，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动力，培养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改革的实践表明，通过将教学内容与实际工程问题相结合，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专业知

识。同时，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和科技竞赛，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些成果不仅

对学生个人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我

们相信，通过不断的教学创新和实践探索，能够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新工科人才，为国

家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基金项目 

海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生)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新能源材料拔尖创新人才国际合作联合培养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HDYJXCG2024004)； 
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半导体器件物理与技术》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

(HnjgS2022-5)； 
海南大学基础学科和“四新”关键领域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培育项目，材料科学与工程核心课程

材料物理化学(海南大学教务处文件海大教〔2024〕38 号)； 
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教学–开放–科普–竞赛’五位一体式化学实

验室与人才培养模式实践研究”(Hnjg2024Z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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