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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教育理念也称为
“成果导向”教育，是一种基于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育
理念，代表了工程教育改革的主流方向，使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实现预期结果[1]。其主要内涵是强调以学生
的预期学习成果为核心，教师通过反向构建学生的相
应教学框架和成果评价体系来指导学生渐进式学习，
并评价学生学习过程的具体成果。

2016年，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全球第18个正式
成员。《华盛顿协议》各签约国都实施了基于产出的工
程教育模式[2]。近年来，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呈现出
围绕“学习产出”来组织开展教育教学的趋向[3]。

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是融地质理论、勘查技术、矿
业经济与环境及矿业政策法规于一体的综合性、应用
性很强的工科专业[4]。按照OBE理念设计人才培养体
系，对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教学改革起到极大的推动作
用。笔者以桂林理工大学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核心课程
《构造地质学》为例，在课程教学中尝试引入OBE理
念，探索符合新时代“以学生为中心”要求的专业培养
模式，为桂林理工大学的一流学科建设助力。

一、《构造地质学》教学改革背景
近年来，国内地学教育的背景和形势都发生新的

变化，对《构造地质学》的课程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和挑
战。现行的《构造地质学》教学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不完善
课程教学未能以学生为中心制定教学目标和教

学内容。本课程理论知识量巨大，往往以教师为教学
中心，围绕既定教学进程开展教学活动。这种教学模
式注重对课本理论知识的传授，学生处于被动的既定
程式化学习状态，难以真正领悟构造地质学的内涵，
教学效果不佳。
（二）缺乏合理的实验实践课程体系
构造地质学实验课程是根据理论课程设计实验，

并未结合学生实践教学构建出合理的实验实践课程
体系[5]。缺乏合理的实验实践课程体系，学生就无法将
抽象化的理论与实际观察到的地质现象联系起来，不
能真正掌握构造地质学的内容。
（三）新的理论和技术方法未能及时引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一些有关构造地质

学方面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如流变学、计算机在数值
模拟中的应用。这些新知识未能及时引入，导致学生
在今后工作中存在知识盲区，与国际同行间存在差
距。
（四）考核方式过于单一
一方面，我们在考核时通常会让学生从几个给定

答案中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往往局限于对学生记忆力
的考查；另一方面，只注重期末考试的考核方式有一
定的弊端，学生只等考试前划重点，突击复习，应付过
关。

二、基于OBE理念的《构造地质学》课程教学改革
基于对“学习产出”工程教育模式的理解，面对资

源勘查工程专业《构造地质学》课程教学方面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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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学习产出”（OBE）理念的学习，结合资源勘查工程专业认证，对目前《构造地质学》课程教学
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基于对OBE工程教育模式的理解，以学生为主体，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考核方式等方
面进行教学改革和探索，旨在提升本专业学生专业知识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适应当前地质行业对人才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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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开展教学改革。
（一）以学生为主体，从“知识”与“能力”两个层面

确定教学目标
根据《构造地质学》课程与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毕

业要求间的匹配关系，把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分解为知
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知识目标为：掌握观察、认识和描
述各种基本地质构造，以及收集整理有关地质构造方
面资料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掌握基本地质图件阅读、
分析和编制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能力目标为：能够应
用力学原理分析地质构造的形成、演化和组合关系，
初步具备解决复杂地质工程问题的能力。
（二）以“学习产出”为导向，根据社会需求整合教

学内容
安排教学内容过程中，总体遵循四个原则。①夯

实基础知识。即对地质构造的应力、应变等基础知识
的掌握。②紧抓重点地质构造。构造地质学中，最重要
的两类构造为褶皱、断裂。它们是本门课程的核心，也
是野外常见的构造。③面向学生的就业选择教学内
容。本校学生主要在华南地区就业，授课内容上选择
华南地区常见的地质构造内容进行讲解，并引入野外
实例加以分析。④及时补充新理论、新方法。将近几年
本专业新形成的理论、方法及时介绍给学生，使学生
了解本专业发展趋势，掌握新的构造分析方法。
（三）实验教学内容的优化设计
注意将理论课程、实验课程与专业集中实践有机

结合。把学生在专业集中实践中见到的典型构造现象
与理论课、实验课配套讲解，并在实验课上对野外实
习中见到的典型地质问题设置讨论环节，让学生自主
讨论，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教学过
程中，安排一次野外地质构造实习，选择一条典型的
地质路线进行考察，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小组为
单位讨论、研究问题。

（四）考核方式的改进
评估学习产出是OBE教育模式中十分重要的环

节。一方面，实行考核形式的多样化及考核的全程化。
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考核的力度，从课前预习、
回答问题、课上讨论、实验态度、动手能力和考试成绩
等方面进行考核。另一方面，实行考核评价主体的多
样化、层次化。除了一般任课教师的考核外，通过学生
互评或借助专业认证工作，通过企业调查和问卷形式
考核学生在企业实习、工作过程中对构造知识的掌握
程度。

三、结束语
《构造地质学》的课程教学是资源勘查工程专业

课程体系的重要环节，对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就业
能力有深远的意义。通过一年多的实践，结合OBE教
育理念，我们对《构造地质学》进行课程改革研究与实
践，构建了“教师—学生”良性互动的教学与考核新模
式，以适应当前地质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同时为资源
勘查工程专业其他课程的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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