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6), 267-271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6386   

文章引用: 褚园, 林玉屏, 钱胜. 基于 OBE 教学理念的机械制图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J].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6): 
267-271. DOI: 10.12677/ces.2024.126386 

 
 

基于OBE教学理念的机械制图课程 
教学改革与探索 

褚  园*，林玉屏，钱  胜 

黄山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安徽 黄山 
 
收稿日期：2024年1月31日；录用日期：2024年6月18日；发布日期：2024年6月28日 

 
 

 
摘  要 

机械制图课程是工科类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培养学生阅读和绘制简单机器、部件零件图、装

配图的实践能力，掌握查阅和使用有关资料和手册的自学能力，为后续机械设计等核心课程的学习以及

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
背景下人才培养的目标和需求。基于OBE教学理念，从教学目标和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方法的改

进，学生考核机制的优化，成果评价和持续改进等方面开展教学改革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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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chanical drawing cours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al course for engineering students, 
which cultivates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to read and draw simple machine, component and assembly 
drawings, as well as their self-learning ability to access and use relevant materials and manual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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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subsequent learning of core courses such as mechanical desig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abil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and content are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goals and needs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OBE teaching philosophy, teaching reform and exploration are carried out 
from the desig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course content,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methods, op-
timization of student assessment mechanisms, achievement evalu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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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机械制图课程在新工科建设中，对学生规则意识、创新意识、知识迁移能力、

实践能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由于其课程具有很强的工程背景，可以作为培养卓越工程师的重要抓

手[2]。 
OBE 教育理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美国学者 Spady 提出[3] [4]。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不同，

OBE 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成果为导向，根据内、外需求，反向设计人才培养目标，根据人才

目标制定课程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成果评价，根据成果产出，对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设计进行持续

改进。该教学理念注重学生知识、能力和素养的融合贯通，注重知识的综合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该

理念一经提出，迅速被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作为教育改革的主流理念。工程教育认证全面接受了

OBE 教育理论，并将其贯穿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始终。国内教育界对 OBE 教育理念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也在不断开展着[5] [6] [7]。本文将以机械制图课程为例，在 OBE 教育理念下，分别从课程目标设定、

教学内容重构、教学方式创新以及考核方式等方面探究课程教学改革。 

2. 机械制图教学现状 

机械制图课程作为工科类专业的一门基础和核心课程，使学生掌握正投影法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

培养学生解决空间几何问题的图解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构思能力、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使学生具有

绘制和阅读机械零件图和部件图的基本能力。机械制图课程在工科类，尤其是机械类人才培养过程中起

到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对课程教学目标与学生毕业要求没有挂钩，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内容抽象，学

生考核评价单一，教学效果监控缺失等特点。如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对照实物模型，通过语言组织，讲

解作图要点。教学内容上，通过学习点、线、面的投影的理论，逐渐增加空间想象的难度，先利用二维

图引导空间想象力较强的同学培养空间构型的能力，再代入空间立体模型实物，帮助空间想象力较差的

同学深入理解三维形状。 

3. 反向设计课程目标 

OBE 教学理念强调以学生获得的实际成果为导向。这就要求在教学设计流程上与传统的教学目标和

课程教学设计不同。OBE 教学理念要求根据内、外需求和学生需要掌握的目标为出发点，反向制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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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培养人才培养目标构成课程方阵，涉及某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在教学目标的内涵上，传统教

学过程强调知识的传授，而忽视能力的培养和价值素养的引领，或者将知识、能力、素养隔离开来。OBE
教育理念强调人才培养中注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三者有机融合，培养具有较高创新能力和

知识迁移能力，具有较好团队协作精神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此，以我校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为例，给出了 OBE 教育理念下，该专业教学目标及其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具体见表 1。 
 
Table 1.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表 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内涵观测点及 
支撑强度 毕业要求 

1) 能基于机械加工方法、装配过

程等机械工程和图学相关科学原

理，正确表达机械零件和部件设

计、制造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2.2 能基于机械工程相关科学原

理和数学模型方法，正确表达机

械设计、制造和控制中的复杂工

程问题。(H)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

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

文献研究分析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2) 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机械模

型、信息资源、工程绘图工具和

专业模拟软件，对机械零件和部

件设计、制造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5.2 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

器、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专业

模拟软件，对机械设计、制造和

控制中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

析、计算与设计。(H)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机械工程领域复

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

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

包括对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

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3) 掌握画法几何、机械零件图和

部件绘制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

产权、国家政策法规，具有绘制

和阅读机械零件图和装配图的能

力。 

6.1 了解机械工程领域的技术标

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

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

工程活动的影响。(M)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机械工程相关背景

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

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

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

的责任。 

4. 重构教学内容 

4.1. 教学内容模块化 

根据教学目标，重新构建教学内容，侧重专业需求和时代需求。内容组织上，以任务导向，项目驱

动，竞赛引领的模式，并以模块化呈现。以机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为例，重构了该专业的教学内容，分

为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为基本知识，主要介绍性内容为主。第二个模块是画法几何模块，是由二维思

维向三维思维转换的关键模块。第三个模块是机械制图，以绘图规定，画图的方式方法为主要内容。各

模块需要配合对应的练习进行巩固。以模块化内容结构进行展示，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Modular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图 1. 教学内容的模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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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课程思政赋能教学内容 

在新时代背景下，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

举措。机械制图作为工科专业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内容中蕴含着大量的思政元素。如通过图学发展史

的介绍，提升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如通过规范作图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通过精益求精的作图

细节熏陶学生的工匠精神，通过零件作图到装配图的组装过程锻炼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在教学过程中，

需要授课教师充分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潜移默化的引入到课堂教学中。 

5. 创新教学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进步，学习通，雨课堂等各类学习平台相继涌现。单一的以教师为主

导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这一模式也很难吸引学生上课的注意力，无

法满足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目标。为此，我们提出了“线上 + 线下”双模混合教学法(图 2)。即借助“学

习通”平台，建设线上教学资源，包括教学大纲，电子教案，教学微视频，预习思考题等。课前，发布

课程教学的目标任务，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和课件，并完成预习检测，教师通过后面监控学生的学习情况。

课堂上，如学习换面法，通过需要求解一般位置直线实长、夹角的示例，以问题导入新课，很好地调动

学生停课的积极性，再进行课程内容的讲解。接着让学生分组讨论，如果解决前面所提到的问题。最后

由教师对小组讨论情况进行总结。课后，学生通过平台学习相关知识的扩展，如零件图中的公差与配合

和粗糙度的知识点，通过完成课后的检测，让学生更明确不同的尺寸偏差对应的字母、基准值、不同粗

糙度数值的应用和场合等扩展知识。学生对本次课程给予反馈。教师通过平台收集到学生学习的情况以

及意见反馈，评估学生学习成果。据此，持续改进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模式完美地实现了线上和线下教

学的互补性。 
 

 
Figure 2. “Online + offline” dual-mode hybrid teaching 
图 2. “线上 + 线下”双模混合教学 

6. 优化学生考核制度 

学生成绩考核是教学环节的重要一环。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认为考试是检测学生掌握知识最好

的方式。中小学如此，高校也是这样。事实上，高校的考试与中小学考试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中小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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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是为了查缺补漏，为了最终高校的选拔性考试。而大学的考试目的是为了检测学生个人对知识的掌

握情况。因此，高校里以考试成绩为主导的评价机制很难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OBE 教育理念强调重视

过程性考核，即将学生在整个课程学习过程中的综合表现纳入到考核中来，这其中包括课前预习、课中

的表现以及课后的复习总结等方面。 
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借助了学习通平台的后台学情监控功能，采集学生线上学习、考查、互动和

出勤等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对学习过程进行多维度考核。表 2 给出了我们过程性考核的组成部分。 
 
Table 2. Composition of overall student assessment scores 
表 2. 学生考核总评成绩组成 

课前 课中 课后 
期末考试 

预习成绩 视频学习 课件学习 课堂表现 扩展内容学习 课后检测 信息反馈 

10% 10% 10% 10% 5% 10% 5% 40% 

7. 持续改进，形成教学闭环 

OBE 教学理念强调成果导向，根据学生的反馈和考核结果对课程教学成果进行有效评价。具体评价

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教学成果与毕业要求观察点的符合度。根据评价结果，调整教学目标、改进教学设

计、完善教学内容。可以看出，在 OBE 教学理念下，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8. 总结 

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OBE 教育里面观察工程教育认证始终。各高校从管理层到一线教师，

都在积极探索 OBE 教育理念下传统课程的教学改革。最终目的是提升教学质量的效果，提高学生在课程

学习中的知识获得，能力培养和价值熏陶。本文从机械制图课程的现状、课程教学目标的设计、教学内

容的重构、教学方式的创新、学生考核的制度的优化等方面给出了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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