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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果导向教育理论的涵义及发展现状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简

称 OBE）理论是 20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发展的一

种教育理念，其核心为以学生为中心的结果导向

思维（results-oriented thinking），而非以教师为中

心的投入导向教育（input-based education）[1]。基

于成果导向教学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 ：在课

程整体设计与教学过程中，以预期学习成果（In-

tended Learning Outcomes，简称 ILOs）为目标导向

并以此衡量学生在完成学习后所展示的“应知应

会应做”。基于成果导向的课程能更好地提高教学

活动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育领域得

到广泛的应用 [2]。同时，成果导向教育强调学生适

应就业能力的培养与训练 [3]，符合高职教育的特点，

也适合在高职院校推广。与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法

相比，成果导向教学对高职学生学习行为有着更

积极的影响，进而对提高教学效果有促进作用 [4]。

我国当前对成果导向教学的研究与实践大都

集中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设计预期学习成果，在

课程整体设计时就需要依托教学目标设计课程预

期学习成果（即期望学生在课程学习结束时所能

展示的“应知应会应做”）；二是基于 OBE 的整体

教学模式，如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开发出基于成果

导 向 的 TKPACD ( Task, Knowledge,Prepare, Action, 

Check, Display) 六步教学法 [5]。这些研究在我国引

入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初期是合适的。但随着实

践的不断深入，问题的焦点转变为“在课程整体

设计中编制好预期学习成果后，如何在具体的课

程教学实施过程中贯彻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如何

有效地教导学生顺利地完成课程预期学习成果？

这对于学生学习成效以及教师教学成效具有同样

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高职《社会心理研究》课程为试点，

在课程教学实践中应用成果导向教育理论进行教

学改革，探索如何有效地基于预期学习成果进行

课程教学实施，包括对原先教学理念的创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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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学习成果对课程教学实施步骤的重新梳理，

并从学生视角对教学改革成效进行调查。

2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的课程教学实施理念

课程实施，是把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

它的主要途径也就是教学 [6]。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下

的课程实施模式不是以学生必须“学什么”为出

发点，而是以“学习成果”为出发点，以“学生

通过学习后能够掌握什么，能够做什么”为教学

活动基础 [7]。因此必须对现有教学理念与模式进行

转变。基于成果导向的高职《社会心理研究》课

程教学实施改革，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前提，以

成果导向教育核心理念为基础，改变以往“以教

师为主导，学生缺乏具体明确的学习目标，只是

单纯跟着教师的讲课、复习、考试”的模式，提

出五大过程教学实施理念，作为教师在教学实践

过程中组织和实施教学的指导思想。

（1）理念一 ：知识学来是为了用的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但

知识要转变为生产力就必须得到有效的运用。基

于成果导向的教学强调学生的应用型学习，教学

重心不再偏向知识本身，而是侧重于知识的应用。

从学生视角分析，如果学生在学习时不清楚所学

知识对其有何作用，学生的学习热情将会受到影

响。因此课程预期学习成果应该在一定层次上体

现对知识的应用。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授课教师

不但要强调所学知识的应用之处，更要以应用性

学习成果为出发点，围绕如何应用知识展开教学。

在《社会心理研究》课程教学中，重点不再是社

会心理学理论与效应的概念或实验，而是如何将

这些理论与效应有意识地应用于日常生活、职场

问题与人际沟通与交往之中。

（2）理念二 ：学生明确知道学完这门课，要

提交哪些学习成果（包括考试）

在传统课程实施中，教师往往在考试复习阶

段给学生“划重点”。为避免泄露考试题目，教师

也往往要在考题的基础上扩大“重点”的范围。

这既可能造成从侧面培养部分学生“押题”的不

良投机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思维

（只要背熟考点就行了）。

在基于成果导向的教学模式下，任课教师会

在课前明确告知学生课程的预期学习成果，包括

预期学习成果的内容、提交成果的方式（可以是

书面作业，或者通过表演、展示等方式，甚至采

用考试的方式）、以及评核成果的指标，并且这一

“告知”被视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非正式协定，不

能随意变更。这样，学生的学习目标更加明确，

学习路径更加清晰。同时，校方也无须担心教师

告知学生课程预期学习成果后的所谓“泄题”影响，

因为尽管学生已经知道预期学习成果（即所谓的

题目），但完成这些预期学习成果并没有简单、机

械的答案，学生往往需要自己总结提炼所学知识、

自行思考解决问题或者自己亲手操作，才能完成

预期学习成果。

（3）理念三 ：教师关注学生完成学习成果，

而非抽查学生学习结果

在传统课程实施中，教师通常是通过期末考

试检测学生的学习情况。该模式一般带有四个特

征，一是试卷出题带有抽查的性质，通过一些具

有代表性的题目来检测学生是否掌握了课程的全

部知识点 ；二是学生往往在课后不及时复习，而

是在期末考试前突击复习，难以形成长期记忆 ；

三是学生考完试后开始放假，意味着学生基本看

不到（甚至根本不关心）答题的正确性以及错误

的纠正 ；四是教师（甚至包括校方）与学生都聚

焦于考试成绩这一“数字化”学习结果，甚至一

部分学生只关注 60 分及格线。

在基于成果导向的教学模式下，学生被要求

完成课程的所有预期学习成果，学习评价不再带

有抽查性质。同时，各个预期学习成果并非在期

末统一提交，而是随着每个预期学习成果所对应

的教学内容，在课程学期过程中分阶段地完成与

提交。这样，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对所学知识的

及时复习与应用尝试来巩固与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与掌握，另一方面学生有机会看到授课教师对其

所提交学习成果的评阅情况，进而可以修正完善

学习成果。在《社会心理研究》课程教学实施中，

学生按照学习进度分阶段完成并提交所有（共八

项）学习成果，每项学习成果均独立评价并及时

给予学生反馈。

（4）理念四 ：学生完成学习成果的过程，不

仅仅是巩固和验证的过程，更是学习的过程

笔者曾经访谈过学生“作业与考试是为了什

么？”大多数学生的回答是“为了得到一个成绩分

数”，也有少部分学生回答是“为了评价学习掌握

程度”或者“为了巩固所学知识”。这些回答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灌输式”的教学理念，也催生了

部分学生“为评价 / 成绩分数而学习”的功利性思想。

在基于成果导向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完成学

习成果的过程，不仅仅是巩固和验证的过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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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习的过程。《社会心理研究》课程在设计编制

课程预期学习成果时，基本采用开放性问题的模

式，没有现成的答案，学生很难通过简单的记忆

或机械的模仿来很好地完成学习成果。在完成学

习成果的过程中，学生需要自己总结提炼所学知

识、自行思考解决问题或者自己亲手操作，这些

过程往往包含着对知识的应用、多元的评价以及

多次的修正（学生在完成学习成果过程中的每一

次修正，都是一次有效的学习体验）。

（5）理念五 ：教师关注学生是否学会，而非

关注给学生多少分的评价

目前很多学校要求教师在编制试卷时提供答

题参考答案，并要求教师在评阅学生试卷时尽量

依照得分点给出“小分”，再累加成题目的总分。

这一做法虽然在避免教师评阅试卷的主观随意性

以及增强评分公平性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其不

足之处在于还是将关注点停留在学生的成绩分数

评价上。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停留在“以教师为

中心”的教学理念上，即“教师已经认真授课后，

学（考）得好或者学（考）不好是学生自己的事”。

在基于成果导向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及校方）

的关注焦点在于学生如何不断提高所完成学习成

果的质量，而非只是学生的最终成绩。教师不仅

要关注自己如何教，还要关注学生是否学会其“应

知应会应做”以及学生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其“应

知应会应做”。在《社会心理研究》课程教学实施中，

教师在评阅学生试卷及作业时，不但要给予学生

客观、公正的成绩评分，更重要的是指出学生的

错误原因，并给予进一步修正与完善的建议。

上述五大基于成果导向的教学实施理念之间

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其核心是对“以

学生为中心”理念的具体贯彻（图 1）。通过成果

导向，以学习成果衡量学生在完成学习后的“应

知应会应做”。每个预期学习成果都明确告知学生，

但每个学习成果的完成都蕴含于对所学知识的应

用，且均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学生必须通过自己

的努力完成所有学习成果，这一过程中教师应积

极关注、指导学生不断修正完善学习成果。

3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的教学实施步骤

课程实施过程是学与教的过程 [8]。在基于成

果导向的教学实施理念下，《社会心理研究》课程

教学实施过程以预期学习成果为主线，以教师与

学生的第一次课的课程预期学习成果认知为起点，

围绕学习成果展开学习、指导、完成、评价、反馈、

总结，以学生学习成果的存档为终点（存档的意

义更侧重于学习成果的后续应用与课程的持续改

进），具体按照下列八个步骤（5A3R 模式）开展

实施（图 2）。

3.1 达成协议（coming to an Agreement）
课程第一节课，任课教师向学生讲解《“社会

心理研究”课程规范》，并发电子版给学生，要求

学生打印出来夹在教材里，作为日常学习的参考。

《课程规范》是基于美国学历资格框架（DQP）

成果导向而编制的，不但明确了该课程在整个专

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的性质与定位，也明确了

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与内容，更重要的是明确了

课程的预期学习成果以及教学与考核评价方式。

这是学生更为关注的内容。同时，任课教师在介

绍预期学习成果时，对于其中涉及的一些课程术

语可以进行简单的讲解，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任课教师和学生围绕《课程规范》与预期学

习成果进行沟通，对这门课要求学生应知应会些

什么、如何教、如何学、如何考核评价等达成共识。

《课程规范》相当于任课教师与学生之间关于该课

程教与学的非正式协议文件。

3.2 围 绕 学 习 成 果 的 教 学（revolve Around 
learning outcome）

任课教师讲授课程每个单元前，再次强调本

单元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以及学生达成预期学

习成果的情境、教学的方式以及考核的形式（可

习成果时，基本采用开放性问题的模式，没有现成的答案，学生很难通过简单的

记忆或机械的模仿来很好地完成学习成果。在完成学习成果的过程中，学生需要

自己总结提炼所学知识、自行思考解决问题或者自己亲手操作，这些过程往往包

含着对知识的应用、多元的评价以及多次的修正（学生在完成学习成果过程中的

每一次修正，都是一次有效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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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成果导向的课程教学实施理念

指导学生不断修正完善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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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师和学生围绕《课程规范》与预期学习成果进行沟通，对这门课要

求学生应知应会些什么、如何教、如何学、如何考核评价等达成共识。《课程规

范》相当于任课教师与学生之间关于该课程教与学的非正式协议文件。 

 

3.2围绕学习成果的教学（revolve Around learning outcome） 

任课教师讲授课程每个单元前，再次强调本单元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以

及学生达成预期学习成果的情境、教学的方式以及考核的形式（可以提醒学生对

照《课程规范》阅读理解）。 

在讲授过程中，知识点与技能点围绕预期学习成果及其如何完成。教师要

图 2   围绕预期学习成果的课程教学实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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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醒学生对照《课程规范》阅读理解）。

在讲授过程中，知识点与技能点围绕预期学习

成果及其如何完成。教师要在对教材内容理解透彻

的基础上，结合学习情境，围绕“学生如何完成学

习成果”这一主题对教材知识结构重新编排，并在

课程讲义中呈现出来。如在《社会心理研究》课程

“社会态度”这一单元，预期学习成果为“能够应

用态度及其形成、说服等相关理论尝试改变他人的

态度”。教材编排结构为 ：态度概述、态度的形成、

态度改变、说服模型、偏见。围绕学习成果的教学

则是将“说服他人改变态度”作为任务，在引导学

生思考如何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编排教与学 ：说服对

象的态度是什么，为什么持有这种态度，说服的重

点是什么，可能有哪些影响因素，说服实施策略是

什么。另外，任课教师有必要向学生解释课程讲义

编排与教材内容的异同与联系，以便于学生能更好

地参考教材自我学习。

3.3 发 布 正 式 的 学 习 成 果 要 求（layout 
Assignment）

每个单元授课结束时，任课教师及时发布正

式的预期学习成果要求（此时预期学习成果已经

融于具体的学习任务情境中），并进行答疑。在《社

会心理研究》课程教学实施中，有两次以书面测

验为考核方式的学习成果，均在相关内容教学结

束时，发布“于 2 周后进行课堂测验”，而未待到

学期末统一测验，即课程教学改革后，未设置期

末考试。

发布，不是简单的告知。任课教师应给予必

要的讲解，确认学生明晰并理解具体的要求。因

为教师与学生的知识基础、认知模式及思维结构

有较大的差异。教师一看就懂的，学生不一定懂，

或者不一定正确理解，尤其教师基于自己的知识

体系所编制的学习任务要求。

3.4 答 疑 与 辅 导（Answering questions and 
tutoring）

在学生完成学习成果期间，任课教师应给予

学生必要的指导。教师可以与学生约定见面答疑

的时间、地点，也可以通过微信、QQ 等工具进

行在线答疑。当教师发现某一个学生提出的疑问，

可能成为全班大多数同学的疑问时，可以在班级

微信群发出提示或者在课堂集中讲解。教师在答

疑时，应注意重点在于引导学生思考与分析，而

不直接告知答案。

3.5 学 习 成 果 评 价 与 改 善（Assess and 
improvement suggestion）

任课教师依据《课程规范》或具体学习任务

书上的评价标准对学生提交的学习成果（书面作

业、实操、测试等）进行批改，注释错误的原因

以及需要改正的意见或建议，然后发回给学生阅

读。若有发现共性问题则可以在课堂上统一讲解。

有些学习成果（如应用相关理论分析职场员工关

系问题及员工心理亚健康问题）采用“学生之间

相互评价学习成果并研讨、然后教师点评”的方式，

以促进学生的过程性学习。

学生可以根据教师批阅的建议或者参考（不

是抄袭）其他学生的学习成果，对学习成果进行

修正与完善，再次提交教师批改。为激发学生的

修改积极性，可以以修改后的成果成绩为准。

3.6 及时的过程反馈（Response in process）
每次学习成果的评改成绩，会及时录入《课

程过程成绩统计表》（示例见表 1）中，并向全班

同学公布，以利于学生及时了解学习效果进展并

自己掌控学习努力程度。

3.7 总结性回顾（summative Review）
学生完成课程的各项学习成果，是在学期过

程中随着课程教学进度而逐步完成的，类似于形

成性评价。为了避免学生“过后就忘”，增强学生

对所学知识的长期记忆，在课程结束时有必要要

求学生对已经完成的各项学习成果进行一个总结

性的回顾。

针对每项学习成果，学生要思考并回答下列

几个问题 ：你完成该学习成果的主要收获？描述

你是如何在该学习任务中让自己做得更好？通过

该学习任务，你学会了哪些“关于如何学习和做

事”？通过学习该任务，你认为在今后职场或生活

可以有哪些应用？这次学习经历是否使你产生一

些新的兴趣点或观念，为什么？对于该学习成果，

你认为还有哪些更好的考核方式，为什么？    

总结性回顾既可以巩固所学知识点与技能点，

促进学生所学与所用之间的联结，还可以培养学生

的自我反思习惯。另外，总结性回顾还从学生的视

角对课程预期学习成果设计进行了评价与建议，为

对学习成果进行修正与完善，再次提交教师批改。为激发学生的修改积极性，可

以以修改后的成果成绩为准。 

 

3.6及时的过程反馈（Response in process） 

每次学习成果的评改成绩，会及时录入《课程过程成绩统计表》（示例见

表 1）中，并向全班同学公布，以利于学生及时了解学习效果进展并自己掌控学

习努力程度。 

表 1 课程过程成绩统计表（《社会心理研究》课程示例） 

 

 

3.7总结性回顾（summative Review） 

学生完成课程的各项学习成果，是在学期过程中随着课程教学进度而逐步完

成的，类似于形成性评价。为了避免学生“过后就忘”，增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

长期记忆，在课程结束时有必要要求学生对已经完成的各项学习成果进行一个总

结性的回顾。 

针对每项学习成果，学生要思考并回答下列几个问题：你完成该学习成果的

主要收获？描述你是如何在该学习任务中让自己做得更好？通过该学习任务，你

学会了哪些“关于如何学习和做事”？通过学习该任务，你认为在今后职场或生

活可以有哪些应用？这次学习经历是否使你产生一些新的兴趣点或观念，为什

么？对于该学习成果，你认为还有哪些更好的考核方式，为什么？     

    总结性回顾既可以巩固所学知识点与技能点，促进学生所学与所用之间的联

结，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自我反思习惯。另外，总结性回顾还从学生的视角对课程

预期学习成果设计进行了评价与建议，为任课教师对课程诊断与改进提供有效的

参考。 

 

3.8记录（Record） 

对所有学习成果的展示，任课教师要求学生提供纸质版和（或）电子版（如

电子文档、照片、视频、程序等），以备存档。存档的学习成果一方面是便于学

表 1  课程过程成绩统计表（《社会心理研究》课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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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师对课程诊断与改进提供有效的参考。

3.8 记录（Record）
对所有学习成果的展示，任课教师要求学生

提供纸质版和（或）电子版（如电子文档、照片、

视频、程序等），以备存档。存档的学习成果一方

面是便于学校管理层或第三方的鉴定评价，另一

方面也可以作为教师的教学资源库素材或者进行

课程诊断与改进的参考，如邀请用人单位对学生

学习成果进行评价，了解用人单位对学习成果质

量的评价标准及评价尺度，同时听取用人单位对

学习成果设计的意见与建议。因此，在基于成果

导向教学实施中，所记录的不只是学习成果本身，

也不只是成绩，更重要的是教师对学生学习成果

的言语性评价。

4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的课程教学实施效果调查

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社会心理研究》课程

应用基于成果导向的课程教学实践改革，在课程

实施结束后由辅导员对学生（3 个平行班共 128 名

学生）进行访谈（每个班 20 人左右），调查了解

课程教改后学生的学习效果认知。访谈结果显示 ：

（1）学生一致认为老师按照《课程规范》的

内容进行讲解，每个学习成果会结合不同的教学

方法，有利于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应的学习成

果，清晰的了解考试内容。

（2）约 85% 的学生认为《课程规范》中清晰

的教学和考核方法更有利于提高学习兴趣和清楚

知道如何考试才能及格，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与

积极性，也有助于掌握所学知识与技能。

（3）70% 以上学生会更倾向于过程性测验，

主要是因为有助于及时地巩固学习成果。

（4）约 90% 的学生反映在测验前了解评价标

准，在测验后 100% 的学生都认为已清晰了解评价

标准。

（5）学生每完成一次教学成果，教师都将结

果进行反馈，提出清晰的改进的意见，90% 以上

的同学对此非常满意。同时也有个别同学提出教

师如果能分享其他同学的成果或者改进意见，也

许更有助于了解和掌握相应的内容。

由此可见，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的课程教学实

施的改革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具有较大的推

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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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and Implementation of OBE Course Teaching: An Example of th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Yin Ming
(Ling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63, China)

Abstract: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is a teaching concept based on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 and the 
appraisal of what students' "should know and can do" after finishing their curriculum.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in 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theory is applied to course 
teaching with the aim to explore how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based on 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 including the innovation of the original teaching ideas, the 5A3R mode of the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effects with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investigated.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eaching desig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learning outcomes can be helpful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help students to 
master knowledge and skills.
Key words: outcome-based education; 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 implementation of course tea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