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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OBE教育理念内涵的深入理解,首先分析了传统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当前教学改革的现状.
其次深入讨论了基于OBE理念的深层内涵,指出真正的以学生为中心,并不拘泥于形式,实际上是对教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产出导向最终目标是符合时代需求的学生创新能力和高阶能力的培养,但这一目标的达成不能脱离知识

的表层学习和思维方法的深度学习而实现;持续改进不是一味摒弃传统教育,而应该在自信的基础上自省.最后,通

过医用物理学教学改革实例诠释了对OBE理念的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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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水平也越来越

高,为了适应新时代对创新型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如
何在现代教育中实现知识目标向能力目标的转化和

升级,是当今社会的新要求,也是教学研究的重要课

题和教育工作者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为了适应医疗

技术设备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医学界对物理的依赖

程度越来越高,医用物理课程在医学生的人才培养

中更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结合在医用物理课程教学中的问题,深入

探讨了OBE教育理念的内涵,并对医用物理学课程

如何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具有创新能力的高

阶人才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2 传统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其教学改革的现状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重点是教师教了什么,

怎么教;而忽略了学生怎么学,学到了什么.这种教

学模式往往是教师满怀激情,慷慨激昂地在课堂上

自导自演,而学生的学习兴趣却不高,收获也不大,

同时大量的题海战术和反复练习耗尽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通过考试.这种教育

的结果是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但这些知识

往往是孤立存在的,大部分学生无法进行深度学习,

没有将知识真正内化为学生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学
生们对它缺乏理解和运用,就更谈不上创新.这就造

成知识和应用的脱节.
传统的教育模式更注重知识的传授,培养出来

的人才多是考试高手,这样的人才在过去依赖于机

械劳动的传统行业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当

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转变,随着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崛起,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自

动化、智能化,面对各种机械化的工作,智能计算机

的能力远超人类.一些常规的依赖于机械劳动的传

统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消失,被自动化、智能化

所取代.人的大脑对知识的存储和计算机相比,相信

绝大部分学霸都很难战胜计算机.传统的应试教育

所培养出来的机械劳动力在和计算机、人工智能的

岗位竞争中处于劣势,面对这种局势,传统的应试教

育更显得苍白无力,我们迫切需要教学进行改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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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出来的人才应该具有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创新和

综合分析等高阶能力.
2018年1月30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提出成

果导向教育理念(即 Outcome-basedEducation,简
称OBE教育理念),指出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

和持续改进的三大原则.在这三大原则的引导下,基
于问题的探究式教学、翻转课堂、讨论教学法、基于

SPOC混合式教学法、项目式教学法(简称 PBL)等
各种教学改革不断涌现.而这些教学改革的中心基

本都是围绕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高阶能力培

养为目标.究竟什么样的教学改革才是成功的? 我

们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是否应彻底摒弃传统的教学模

式? 过分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过分依赖先进的教

育技术手段会严重削弱课堂中教师对教学效果的主

导作用,而过分强调学生高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目标,则会忽视学生对物理表层知识的学习.在学

生基础知识缺乏的情况下,再巧妙的引导探究也很

难让学生找到问题的答案,翻转课堂更是可能由于

学生们知识储备和准备的不足而显得干瘪贫瘠,枯
燥乏味.讨论的效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线上学习往

往只留于形式.学生感觉收获不大,不仅能力没有得

到提升,基础知识也没有学扎实,最终只会导致学术

标准大幅下降,失去了教学改革的初衷.

3 对基于OBE理念的教学改革内涵的理解

  结合医用物理课程教学实际,深刻理解OBE教

育理念指导下的教学改革三大原则,精细解读大学

要自觉建立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质量

文化的深层内涵.
真正做到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但并不拘泥于形

式,并不是所有课程都一定要学生上讲台,实现翻转

课堂的形式;也不是一味地强调采用讨论探究的形

式,课堂上大部分时间用来学生之间的讨论.这些教

学模式对于部分专业课程、演示实验课程或许适用,

但对于医用物理学这种大班授课的基础课程,我们

如果也一味套用的话,很难收到预期效果.首先,面
对着当前大多数院校医用物理学课程学时不断缩

减,公共基础课大班上课的现实情况,以上这些模式

很难真正推行.其次,翻转课堂,学生讨论,需要学生

课下花大量的时间去准备.这对课业较多的学生来

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最后,在学生基础知识薄弱

的情况下,要求学生去讨论,去发现,这更是一件很

困难的事.“以学生为中心”将太多责任放置在学习

者身上,根据哈蒂数据显示,学习者并不是高阶能力

培养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1].“以学生为中心”应该

从学生对学习的投入度和获得度、教师对学生学习

的影响度去考虑[2].真正的以学生为中心,实际上是

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该花费更多的精

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更多地去关注对学生学习兴

趣的激发,对知识体系的构架,对学生高阶能力的培

养.首先,让学生自觉自愿地去学习,其次,使学生从

训练自动化转换到深度学习中去,最后,利用所学知

识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加学生对学

习的投入度和学习的获得度.因此,以学生为中心,

教师的作用更加不能忽视.
OBE教育理念是一种以产出为导向的培养模

式.更注重符合时代需求的学生创新能力和解决问

题等高阶能力的培养.但这些高阶能力的培养不是

一蹴而就的,高阶能力的培养必须遵循人类认知和

学习规律,是循序渐进、逐渐提升的过程,必须要经

历从知识的表层学习到思维方法的深度学习,再到

高阶能力形成的迁移学习这样3个过程.而不是忽

略知识表层学习和思维方法的深度学习,直接去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等高阶能力.哈蒂指

出,通过长时间的练习和学习使知识和技能自动化,

这样我们完成工作就受无意识的直觉控制,不需要

付出很大精力.当我们这种无意识的直觉控制无法

轻松完成工作时,我们就会靠意识控制,通过一定努

力去完成工作.当需要完成的工作超出我们的认知

时,我们的注意力、自制力会出现直线下降,我们的

高阶能力就会受到限制[3].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

等高阶能力,离不开对前人取得的知识技能的习得.
射雕英雄传里面的瑛姑考黄蓉的那道九宫格的题困

扰瑛姑15年,可黄蓉早就习得口诀,瑛姑自以为的

创新破解之道,在黄蓉看来只不过是她早就学过的

雕虫小技.试问这种闭门造车式的创新又有什么意

义呢? 因此医用物理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传授科学

知识的同时,注重对学生进行科学思维的训练,培养

学生创新学习的能力,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的目标.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吴岩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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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等教育需要充分自信,但更应该冷静自省.”要
实现成果导向的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能力等高阶能

力的培养,必须在自信的基础上坚持持续改进.持续

改进并不意味着彻底地摒弃传统教育,而是应该在

充分认识到我国传统知识教育优势的基础上,关注

社会需求,将人才培养目标拔高到高阶能力的培养

上,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人的认知规律,有的放矢地

进行实质性改革.在医用物理课程教学改革中,在教

学内容上,将知识融入到科技前沿和应用创新中去,

在教学模式上,采用案例引导式教学模式,在教学方

法上,充分利用布置开放性作业、线上讨论等多种方

法;在教学评价体系上,构建形成性课程评价体系,

实现了“评价为了学习”到“评价就是学习”的功能定

位的转变.

4 以医用物理学课程为载体探究基于OBE理念的

教学改革

  在基于OBE理念的医用物理学课程教学改革

与实践过程中,以案例式教学形式为依托,以引导探

究的问题模式为引线,并构建由案例引出想要探究

的问题为主题的模块化知识结构,将整个知识的讲

授内化在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的过程

中,做到“案例引导学习”,同时让学生自己搜寻与所

学知识相关的案例,引导学生发现和寻找问题,开发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做到“学习

用于实践”.在此基础上,通过网络平台对学生完成

的优秀案例进行展示,并进行相互学习和讨论,“讨
论”和“过程评价”对所学的外在知识内化为学生自

身能力起到了内在推动作用.因此,本次教学改革对

学生学习态度的改善、学习成果的获得、创新能力及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高阶能力的培养具有极大的

促进作用,对教师教学的热情、知识的积累和扩展、

教师站位的提高等方面也有非常明显的激励作用.
4.1 构建模块化知识结构

整体把握课程内容,打破章节限制,构建模块化

的知识结构,针对各个模块所需要掌握的知识,精心

设计案例.案例不是传统教学中对所讲知识点简单

的应用举例,而是贯穿课堂的始终.如果案例设计不

好,给学生的感觉就只是每堂课前戴了一个案例的

帽子,大部分讲述过程又回归传统,显得枯燥乏味.
在整个案例教学中先提出能引起共鸣的问题,引起

学生的好奇心和急于探求真相的心理,把学生的注

意力集中到课堂中来.从而改善学生的学习态度,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
所要传授给学生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将该模块的知

识自然而然地教授给学生.这样学生掌握的知识就

不再是简单生硬的一个一个的知识点,而是鲜活有

用的、已经内化为学生自身能力的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工具.可以说案例是课堂的主角,是知识的承载,

案例的选取对课堂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

要求教师结合所要诠释的知识内容对案例进行精

选,既要起到知识传递的作用,又要尽可能与医学相

关,以便更大程度上引起学生的共鸣,还要尽量联系

学科前沿[4],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学生在学习中深

刻意识到所学的知识能够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学
生亲身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这极大促进了学生对

该知识的掌握,同时还能学以致用,从而使学生的成

就感大大增强.案例的选取过程无疑在很大程度上

拓宽了教师的知识面,加深了对问题的认识,使教师

的教学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4.2 布置开放性作业

通过布置开放性作业,进一步培养学生创新思

维,比对课上提出的问题、问题的原理以及解决问题

的方法与思路,引导学生发现和寻找其他类似问题,

并通过查阅网上和纸质资料,对发现问题进行分析

和解决,引导学生的发散思维,增强他们的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为了避免课业负担过重,学生产生畏难

情绪,开放性作业每次只规定一部分学生必须完成,

感兴趣的学生自愿完成的形式,一学期下来差不多

每个学生完成2~3个案例.教师对学生交上来的案

例进行筛选,对优秀案例进行网络展示,鼓励学生们

进行碎片化学习,充分利用零散时间对优秀案例进

行线上学习和讨论.这既避免了课程教学改革给学

生过度增加负担而导致教学改革实施只留于表面形

式,又使所有学生都参与到每一模块相关案例的学

习中来.
4.3 在讨论中检验学习结果

学习结果检验的最好方法是讨论.在讨论中,学
生们发现自己掌握知识的片面性和不足,查漏补缺,

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以及对知识的灵

活运用,使所学的外在知识内化为学生自己的能力,

讨论增强了学生的获得感,同时也使学生的创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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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在讨论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教师通过评选

优秀案例,线上发布讨论命题,参与命题讨论等环

节,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教师的眼界,也开拓了教师

的思维,对今后的教学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4.4 合理构建课程评价体系

合理构建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导向的课程评

价体系.考核方式多元化,除了期末考试外,增加模

块形成性测验.对测验结果进行总结分析,筛选难

题、错题.由答对的学生给出具体详细的分析过程,

帮助答错的学生.直至所有学生全部达标.布鲁姆的

掌握学习理论中认为正态分布不过是最适合用于偶

然与随机活动的分布而已,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活

动,大多数学生能够掌握我们所教的知识才是正常

的,如果我们的教学是有成效的话,成绩的分布应当

与正态曲线不同[5].我们通过反馈和巩固,最终达到

所有学生都达标的形成性评价.增加“案例评价”和
“讨论过程评价”.学生自制案例,并对他人案例进行

讨论评价是学生理解知识、运用知识的有效手段,实
现了“评价为了学习”到“评价就是学习”的评价体系

功能定位的转变.以此来激励和约束学生的过程学

习,促进学生学习成果的获得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5 结束语

  OBE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教学改革三大原则,以
学生为中心,并不是学生一定要上讲台,而是聚焦学

生的需求,有的放矢的教学;以产出为导向,并不是

摒弃知识而直接培养学生的高阶能力,而是在扎实

的基础知识之上去进一步开发学生的高阶能力;持
续改进并不是彻底摒弃传统教育,盲目革新,而是在

自信的基础上查找自己的不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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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theConnotationofEducationalIdeaof
OBEBasedontheTeachingReformofMedicalPhysics

XuHeju
(CollegeofScience,NorthChin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Tangshan,Hebei 063210)

LiuZhiyong
(TangshanNo.2MiddleSchool,Tangshan,Hebei 063000)

Abstract:Thisworkwasbasedonthein-depthunderstandingofOBEeducationconcept.Firstly,thechallenge

facedtraditionaleducationandthecurrentsituationofteachingreformwereanalysed.Secondly,theconnotationof

OBEeducationconceptwasfurtherdiscussed.Infact,thetrulystudent-centeredputsforwardhigherrequirement

forteachers,butnotlimitedtoform.Ourultimategoalistocultivatestudents'innovativeandadvancedabilityin

linewiththeneedsforthetimes.However,thatcannotbeachievedwithoutSurfacelearningofknowledgeand

deeplearningofthinkingmethods.Continuousimprovementisnotblindlyabandoningtraditionaleducation,butin-

trospectonthebasisofself-confidence.Finally,theunderstandingandapplicationofOBEconceptwereexplained

throughtheteachingreformofmedicalphysics.

Keywords:OBEconcept;teachingreform;medicalphysicscourse;high-leve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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