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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理念的教学模

式已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本文针对生物医学类通识课程，深入探讨了如何有效融入OBE理念，创

新混合教学模式，旨在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本文以《从诺贝尔奖到人类生活》课程为例，

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混合教学模式。该模式巧妙地结合了线上与线下的教学方法，特别强调学生的学习

成果，并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本文提出的基于OBE理念的混合教学模式在生物医学类通识课程

中的应用，不仅符合现代教育改革的趋势，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学习资源和个性化学习支持。这

种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应用，将为生物医学类通识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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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ongoing educational reform, the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Outcome-Based Educa-
tion (OBE) concep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biomed-
ical general courses, exploring effective ways to integrate the OBE concept and innovate hybrid 
teaching methods aimed at enh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outcomes. Taking the 
course “From Nobel Prizes to Human Lif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hy-
brid teaching model that cleverly combines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ethods, with a strong em-
phasis o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support. The proposed OBE-based 
hybrid teaching model for biomedical general courses aligns with modern educational reform 
trends,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high-quality learning resources and tailored support.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teaching model will serve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biomedi-
cal gener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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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持续深化改革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生物医学类通识课程在大学教育体系中占据了举

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侧重于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这已难

以满足现代教育的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下，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应运而生，为大学课程教学改革提供

了新的思路和方向。OBE 是一种新型的教育理念，它强调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中心，要求教学设计和教

学实施都应围绕学生应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进行。这种教育理念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更加注重学

生的个性化和全面发展。在生物医学类通识课程中，基于 OBE 理念的混合教学模式的应用与创新显得尤

为重要。基于 OBE 理念的混合教学模式在生物医学类通识课程中的应用与创新，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果和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和全面发展。同时，这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不断更新

教育理念，提高教学能力和水平，以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需求。本文将探讨基于 OBE 理念的混合教学模

式在生物医学类通识课程中的应用与创新。 

2. OBE 理念在生物医学类通识课中的应用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理念，即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是一种以学生学习成果为目标，反向

设计教学环节和评估教学效果的教育模式。它强调教育应围绕预期的学习结果进行，并以学生的具体成

果为评价的最终标准[1]。20 世纪 80 年代，William Spady 首次提出 OBE 理念，随后该理论被广泛应用

于各级、各层次的教育教学中，也成为世界范围内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的主流领域[2]。基于 OBE 理念的课

程设计、教学体系构建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是最近几年国内外教育的研究热点。2016 年，OBE 理念被

引入我国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此后，我国许多综合性高校借鉴 OBE 教学模式在工程教育领域获得巨大成

功，并将其推广到理学、医学、人文等学科教育领域，从而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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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类通识课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拓展学生知识面和加深学生对生命科学领域理解的重要课

程。在 OBE 理念的指导下，生物医学类通识课的授课方式和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1) 学
习目标更加明确，在生物医学类通识课中，依据课程要求和学生需求，可以设定如“掌握基本生物医学知

识”、“理解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等目标，更加明确本课程期望达到的学生学习成果。(2) 构建以结果为

导向的教学内容，根据设定的学习目标，逆向设计教学内容。例如，可以设计一系列的实验、案例分析、

讨论等教学活动，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3) 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在生物医学类通识课中，

通过引入实际案例、组织小组讨论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4) 重视评估与反馈，在生物医

学类通识课中，可以通过作业、考试、小组汇报等形式，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并及时给予反馈。同时，

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座谈等方式，收集学生对教：学活动的意见和建议，以不断完善教学方案。(5) 
跨学科融合与拓展，在生物医学类通识课中，可以与其他学科如化学、物理、计算机等课程进行交叉融

合，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和思维空间。 

3. 生物医学类通识课混合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施 

3.1. 教学理念的改革 

OBE 是一种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与传统的以知识为导向(course-based education, CBE)
的教学设计理念完全相反，OBE 的教学流程是一种逆向组织模式，即定义学习成果→实现学习成果→评

价学习成果。它要求在组织教学过程前，确定学生将来应该获得的学习成果，后续的所有教学要素如教

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都是为实现预期学习成果服务的。《从诺贝尔奖到人类未来生活》课程

作为一门全校可选修的生物医学类通识课，单纯的书本知识讲授不仅造成了学生对生物医学的畏学情绪，

还使学习者无法理解所学知识在将来工作和生活中的应用，学习兴趣和效果不佳。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本课程依照 OBE 理念设计用专题史话的形式、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研究工作为主线，介绍近

百年来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科学家的成长经历、重大发现的应用和相关评述等。据此学生可以运

用课本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生物医学问题，如：疫苗的原理及选择、维生素的选择、抗生素的正确使

用等，让学生在分析讨论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预期学习成果。 

3.2. 教学内容的设计 

科学合理地制定预期学习成果是实施 OBE 教学的基础和保证。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认识到学习

的目标，并给出合理的预期表现要求。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生物医学类通识课不仅仅是向学生普及现代生

物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诺奖工作的研究过程、使用的生物材料、技

术方法，使学生能用先进的生物学知识指导其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例如，2004 年开始的国际级本科生竞

赛——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GEM)，不仅仅需要生物学背景学生参与，还涉及数学、计算机、统计学

等领域学生的参与，因此本课程的教学对我国生物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有重要意义，对学生的就

业竞争力也有重要影响[4]。因此在本课程教学过程中定义预期学习成果，建立教与学的指南。具体如下：

教学前，教师发布预期学习成果，让学生带着目标去学习；然后引导学生运用新知分析和解决生活中的

实例；最后随堂调查问卷评价学习成效。 
此外，诺贝尔奖是公认的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科学奖励系统，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对那

些探索自身奥秘、解除人类病痛、促进人类健康的科学家们给予的最高荣誉[5]。诺贝尔奖每年都会评选

和颁发一次，因此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应与时俱进，每学期的教学中要根据科学发展的现状，随时进行

知识更新，保证授课内容处于科学发展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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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学方法的创新 

(1) 在授课过程中明确教学目标与培养方案。OBE 理念的本质就是要发挥目标对于教学的引领作用，

这就需要在教学前制定出明确的教学目标。OBE 是以成果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在教学目标确定后，反向

设计授课内容，通过各部分授课内容的推进，达到教学目标。通过前期调查问卷等形式确定教学目标后，

以《从诺贝尔奖到人类未来生活》中“维生素的故事”章节为例，教学过程中采用“维生素缺乏导致的

疾病识别–维生素的基本概念、分类、功能等–维生素发挥生物学功能的机制”的反向教学模式，从解

决维生素导致疾病发生的实际问题入手，然后介绍基本理论知识，引导学生利用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提高基础理论知识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健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2) 建立立体教学环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目前，国家以及学校都在提倡数字化教学，教学资源非

常丰富，例如学堂在线、中国大学 mooc、智慧树等在线学习平台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很多便利，使学

生可以在课前做好相关知识储备。同时，学校图书馆馆藏文献覆盖了文、史、哲、经、法、外、艺、理、

工、管等多个学科，形成较为厚重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为学生课前预习、课上讨论以及视频展示查阅

资料提供了保障。此外，在课程大纲内容之外，鼓励学生自主查阅并整理与“诺贝尔奖”相关的人和事，

并以 PPT 的形式在课堂进行展示，以此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对知识的深刻掌握。以《从诺贝尔奖到人类

生活》课程上一轮教学为例，选修本课程的学生包含英语、哲学、音乐表演、戏曲文学等多个专业。通过

课下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得知戏曲文学专业学生通过生命科学领域知识的学习，在文学创作中会更加尊

重科学，接近事实，避免一些常识类错误。此外，他们在了解了诺奖大师背后的故事之后，大师的家国

情怀、挑战权威追求真理的精神、淡泊名利的品德更能激发他们的家国情怀和科研热情。 
(3) 注重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在《从诺贝尔奖到人类生活》课程中我们设置了很多与人类健

康密切相关的章节，如“糖尿病与胰岛素”、“天花与免疫”、“癌症”、“抗生素与感染”等内容，

这些主题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使学生能迅速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以“天花与免疫”

这一章节为例，本章节主要介绍了免疫学以及疫苗的发展历程。目前全球新冠疫情形势仍不稳定，通过

该章节的学习，让学生更科学地认识瘟疫与人类、疫苗与健康的关系。特别是疫苗的发明和提高过程相

关内容的讲授，其体现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进步，也折射出深刻的科学人文精神和内涵，更从人类健康角

度彰显了人文的关怀理念。让学生学会直面新发和突发传染病等严重威胁人类健康问题，培养学生对人

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理解与思考，促进科学方法论的掌握。 

3.4. 考核与反馈机制的创新 

基于 OBE 理念的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优化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成绩占比，通过课

堂呈现考核加大平时成绩占比，完善学生成绩考核评价机制，课程成绩评定以学生打分为主体，让学生

以课堂呈现的方式反映出其学到了什么，其他学生对其学习效果、讲授能力进行评分，减轻学生期末备

考负担。因此考核标准采用形成性评价、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及时有效的反馈是确保学生达到学

习目标的关键。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观察、座谈、活动记录、问卷调查、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等形式对

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和合作精神等进行持续性评价，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并根据反

馈结果调整教学策略。这种考核标准可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帮助学生有效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使学生

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增强其自信心，培养其合作精神。 

4. 混合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与思考 

在《从诺贝尔奖到人类未来生活》生物医学类通识课中，我们成功实施了基于 OBE 理念的混合教学

模式。这一教学实践的开展，不仅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更使得学生的学业成绩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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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提高。通过该教学模式的应用，学生们展现出了对新颖学习方式的热情与认可。学生反馈显示，

他们对于这种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感到满意，并普遍认为该模式有效地增强了他们的学习效

果。这种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理念，让学生有了更多主动探索和深入理解知识的机会。 
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其中，线上学习资源的质量不均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不同来源的学习资源在内容质量、更新速度和互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给学生的学习带

来了困扰。同时，我们也发现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参差不齐，有的学生能够充分利用线上资源进行学习，

而有的学生则表现出了一定的依赖性，缺乏自主学习意识。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议在未来的研究和教

学实践中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和形式。首先，应加强对线上学习资源的筛选和整合，确保资源的质量和

一致性。同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引导他们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主探索的能力。此

外，还可以通过增加师生互动、同伴互助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总之，基于 OBE 理念的混合教学模式在《从诺贝尔奖到人类未来生活》生物医学类通识课中的应用

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但通过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和形式，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

养，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高混合教学模式的整体效果，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提供更好的支持。本文的研究

为高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未来应进一步探索和优化这种教学模式，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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