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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地质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构建教学目标，转变教学模式，引入课程思政内容，采取多元评价

方式，开发了基于OBE理念的“一体二翼三段四步五融合”混合教学模式。在课程教学应用和实践中，

学生职业素养、专业技能和创新应用能力显著增强，实现了教学质量的提高，达到了教学改革的目的。

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可为同类课程和相近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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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hysical Geology” is carried out by the authors by constructing the teach-
ing objectives, transforming the teaching mode, introducing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content and applying the multipl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the “one body, two wings, three 
sections, four steps and five integration” mix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has bee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529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5297
https://www.hanspub.org/


刘婷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5297 2193 社会科学前沿 
 

developed. In the course teaching and practice,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abilit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has been achieved. The practice of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can provide cer-
tain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similar courses or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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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OBE (Outcomes-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教育)又称产出导向教育[1]。OBE 教育理念提倡高等工程

教育应当关注教育的成果及实用性，主要体现在结果导向、以学生为中心、可持续改进等方面。近年来

OBE 教育理念逐渐代替传统的教学理念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风向标[2]。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课程，课程建设是人才培养的有力保证，也是以人为本、立德树人、

培养人才的关键[3]。《地质学基础》课程作为地勘类院校通识课程，其独特的地学思维方式将开阔学生

的眼界，拓宽其思维方式，在增进学生对地球认识的同时，提升其科学创造力。作为资源环境与安全大

类的专业基础课程，也为后续专业理论课、专业实训课等建立学科理论基础及感性认识，是专业基础知

识与工程实际的纽带。笔者以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专业的《地质学基础》课程为例，引入 OBE 教学理念

进行教学改革，探索新型教学模式，以期培养出专业知识扎实、高素质的新时代职业技能人才。 

2. 《地质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背景 

随着我国发展质量效率提高、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将日益旺盛。

新《职业教育法》中也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的愿景，这对《地质学

基础》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现行的《地质学基础》教学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1) 课程教学资源与企业地质工程师的岗位素质、技能和要求匹配度不高。新的理论和技术不能及时

引入，导致学生存在知识盲区；缺乏合理系统的实验实践课程体系，学生很难将抽象化的理论与实际观

察到的矿物、岩石以及地质现象联系起来[4]。 
2) 课程教学未能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本课程理论知识量巨大[4]，常常根据既定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

动，主要为“灌输式”单向知识传递，和学生的交流互动不足； 
3) 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不明显，教师对课程思政的内涵认识不到位，对课程思政缺少整体的设计和规

划。 
4) 课程考核形式单一，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考核往往局限于对学生记忆力的考查，不能真实反映学

生素质和能力。 

3. 基于 OBE 理念的课程教学改革思路 

根据 OBE 理念“聚焦学习成果、扩大机会提供支持、高度期许、反向设计”四个原则[5]，将《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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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础》课程教学目标由知识本位转变为能力本位，教学内容由章节化教学转变为模块化教学，教学模

式由单一形式教学转变为线上线下分段式教学，课程考核上由单一评价转变为多元化评价，教学中更加

关注学生核心价值观和职业技能的培养(图 1)。 
 

 
Figure 1. Curriculum system of “Physical Geology” 
图 1. 《地质学基础》课程体系 

 
在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团队逐渐总结出：“一体二翼三段四步五融合”的课程教学模式：其中“一

体”是指以学生为主体；“二翼”是知识理解与技能运用两个模块；“三段”是课前预练，课中实练和

课后活练三个课程教学阶段；“四步”是指知识认识、技能认知、技能应用、实践创新四个课堂翻转基

本步骤；“五融合”是指理论与实践相融合、专项技能与综合技能相融合、实训与创新相融合、课内与

课外相融合、学校与企业相融合的五个课程评价体系革新。 

4. 基于 OBE 理念的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4.1. 以“学生”为主体，构建教学目标 

根据《地质学基础》课程与企业地质工程师岗位素质、技能等的匹配关系，课程结构上采用模块化

设计明确各模块项目教学目标，并将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分解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思政育人目标，具

体见表 1。着重培养学生从整体性和系统性角度认识地质现象的能力，掌握将今论古的地质学思维方法，

形成生命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新时代发展观。课程实践中通过锤子、罗盘、放大镜等专业工具的运用，学

会地质图的读写，野外地质现象观察与描述，野外记录簿的规范记录等最基本野外工作技能，获得地质

调查与分析的能力，为后续的专业课程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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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eaching objectives of each part of “Physical Geology” 
表 1. 课程各模块及教学目标 

项目任务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育人目标 

模块 1 
地球科学介绍 

明确地质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中国地质

精神和国内先进科研成果 

能够理解运用将今论古， 
以古论今论将来的思维方法 

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地质思维 
时空观念；地质学的使命感和 
自豪感，学唱《勘探队员之歌》 

模块 2 
如何认识地球 

理解地球的基本特征， 
熟悉掌握地球圈层结构 

能够通过地震波对 
地球内部圈层进行分层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模块 3 
矿物的鉴定 

熟悉矿物的物理性质， 
常见矿物鉴定特征 

能够肉眼鉴定常见矿物， 
以及部分矿物的镜下鉴定 

实践出真知，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模块 4 
地质作用 

掌握内外力地质作用， 
理解地球面貌与内外力地质 

作用的关系 

能够根据野外地貌特征， 
判断其早期受到的地质作用 

物质是运动的；事物发展观； 
能够很好地结合古诗词理解 

地质作用 

模块 5 
岩石特征及鉴定 

了解三大类岩的基本特征， 
熟悉常见岩石的矿物组成和特征 能够肉眼鉴别常见岩石 教师科研见闻，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实践出真知 

模块 6 
地质年代及地层 

理解地层的基本内容， 
熟记地质年代表 

能够根据常见的野外地层 
划分方法对地层进行划分 地质学“将今论古”的方法 

模块 7 
构造运动 

理解构造运动的特征， 
掌握常见构造识别标志， 

地震的成因类型和时空分布规律 

能够野外识别典型地质构造；

能够阅读基本地质图件 
事物是运动的，是普遍联系的；

敬畏自然，做好地质灾害防治 

模块 8 
矿产资源 

掌握矿产资源的分类，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 
与人类生产生活的联系 

能够通过矿床特征对矿床 
成因进行分析，对成矿远景 

进行预测 

事物从量变到质变；平衡资源 
开发与环境保护，树立“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 

4.2. 以“学习产出”为导向，设计教学过程 

1) 教学内容 
整个课程分为八大模块(表 1)，将课程知识点进行提炼后再打散融合在每个模块中，最后以慕课的形

式呈现。课程内容选择上不仅保证每个视频具有精简性、趣味性，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欲望，又保证本

课程的逻辑性、目的性和完整性，以达到知识点的全覆盖[6]。建立单元化、模块化的“平台 + 资源 + 学
习”的在线学习资源。 

基于 OBE 理念，并且按照“知识认识–技能认知–技能实践–实践创新”四个步骤，教师在教学中

针对线上平台中学生课前学习情况，对课程教学重难点进行梳理讲解，做到知识点内化；结合行业规范

解读，培养学生规范意识；利用职业技能竞赛项目评分细则，为学生课后活练提供工作指标，让学生在

完成项目中体验工作过程，培养学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做到理实一体，素能合一[7]。 
2) 教学方式 
课程教学采用混合式教学，指导学生在线上学习优质慕课资源，线下对课程内容进行补充深入，并

对学习者进行实践指导，从而促进学习者的深度学习[8]。 
学生可线上检索学习资源，选择与自己感兴趣且与教学目标相适应的课程资源，学习过程从“以教

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学生由被动接受转换为主动学习，实现了个性化、自主性的学习

模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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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分为课前预练，课中实练和课后活练三个阶段[7]。课前预练阶段：学生通过线上平台上开

展自主学习，教师通过平台监控学生学习情况，发布课前练习任务。课中实练阶段共分为 5 个环节：1) 预
练反馈，情景导入。通过课前平台数据分析，明确本次课程的知识重点与难点。2) 任务驱动，探究原理。

课堂发布项目任务，讲解知识点内涵和技能要点。3) 项目教学，活学活用。引导学生完成项目。开展生

生互评发现不足之处，解决教学重点。4) 理实一体，内容深化。讲解相关职业技能竞赛项目评分细则，

解读行业规范。5) 素能合一，任务实训。点评项目结果，通过讲解修改理由与思路，总结注意事项，解

决教学难点。课后活练阶段学生上传修改后的项目成果至课程平台，通过校外行业专家通过平台点评，

贴近行业发展趋势。 
课程教学三个学习阶段“导”与“学”相互交融，教师从“课堂上教、台前讲”，转变成“融入学

生中导学、借助大数据诊学、隐于云端后助学”，有效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学习、协同学习，不断超越自

我，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和能力[10]。 

4.3. 以“立德树人”为任务，引入思政元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办学方向上，提出“爱国、勤学、励志、笃行”是技术技能型人才

培养的目标要求。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结合培养目标、岗位需求，积极推进本课程

思政教育建设，注重思政内容与教学任务的有效融合，把思政元素的“盐”融到专业知识的“汤”里面

去，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规划和发展方向(表 1)。 
比如，在地球科学介绍模块讲授过程中，可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依据，介绍地球的物质组成以

及内、外力地质作用如何改变地球面貌；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基础，追索人类对地球的认识；还可以

加入我国地球科学领域最新前沿，展示国内先进科研成果，提高学生兴趣，增加其对我国地球科学研究

的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在讲述地球科学发展史时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地质“三光荣、四特

别精神”的融合，积极发掘地质行业的“工匠精神”，夯实青年地质工作者“匠心”“匠术”“匠

德”[11]，如我校首届毕业生朱恒银入选 2018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陈瑞虎老师荣获 2021 年“全国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这无不激励着同学们技能报效祖国的信心。在介绍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时，积极引

导学生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融

会贯通。 

4.4. 以“学习效果”为目的，实施多维度考核 

利用课程教学平台优势，以学习产出为基础、以行业专家评价为参照、以课程目标完成情况为依据，

将教学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形成让行业专家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构建“理论–实践、

专项–综合、实训–创新、课内–课外、学校–企业”的多元融合的评价体系[7]，对学生的知识、技能

和素养目标进行全面、全过程考核，实现了考核评价的多样化、全程化、信息化[10] (表 2)，具体如下。 
一是环节上多元。教学中采用起点评估、过程评估、结果评估等多个环节评价即线上与线下相融合

评价方式。其中“线上”成绩占 30%，“线下”平时成绩占 30%，“线下”期末考试成绩占 40%。二是

评价方式上多元。通过信息平台、课堂考核、生产成果等不同评估样本，做到多维度评价。在这个评价

体系当中，考核中的知识成绩部分主要对学生在岗位模拟训练中的显性知识进行测评，针对课程各模块

的基本原理、基本流程、方法和工具来实现全面考核。包括平时作业成绩、随堂测试、期中考试等显性

知识和出勤率、课堂参与度、任务完成积极性和团队合作能力隐性知识。通过考核方式的转变将课程教

学中的课内知识、课外实践、个人能力和团队能力等多方面要素整合。三是评价主体的多元。除了任课

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外，加入行业专家评判作为课程任务成果，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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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Table 2. Examination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learning processes 
表 2. 学生课堂学习过程考核评价 

学生自评(10 分) 小组评价(10 分) 教师评价(15 分) 行业专家评价(15 分) 

内容 满分 得分 内容 满分 得分 内容 满分 得分 内容 满分 得分 

遵守时间 1  遵守时间 1  遵守时间能力 1  遵守时间能力 2  

光成任务模块 3  分配任务角色 2  个体学习能力 3  行业规范意识 2  

准备资料 1  准备资料 1  团结合作能力 3  团结合作能力 3  

提出建议 1  合作交流 2  归纳总结能力 3  工作态度 3  

学习归纳总结 2  小组总结归纳 2  交流表达能力 3  交流表达能力 3  

创新意见 2  帮助组员 2  创新能力 2  创新能力 2  

总分 10   10   15   15  

4.5. 以“调查反馈”为手段，持续改进教学质量 

课程教学要始终以完成教学目标为基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先确定课程教学目标，在教学目标的

指引下决定采用何种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在教学完成后及时进行课程考核评价并对评价结果中不足之处

及时改进，最终形成闭环管理。从智慧课堂中学生学习数据分析发现，本次教学实践中教学目标达成度

较高，整体教学效果良好。特别是矿物鉴定章节学习时，寻宝游戏、小组讨论、报告点评这三个环节，

充分调动了学生积极性，帮助学生在探究中掌握专业知识，提高职业素养。教学设计思路及可以应用于

其他单类矿物的学习，也可以推广到岩石学、宝石鉴定学等其他专业技术课程中去。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也提出一些改进思路和建议，如认为“课前预学阶段可以增加案例引入，带着问

题去预习”，“课堂项目选题后可增加小组集中学习”，“课后开放实训室，弥补课中因操作步骤不熟

练等问题”，这表明学生对混合式教学课程学习有很高的期待，期望得到实际技能指导，能够更深入理

解地质现象的原理和规律的运用。每一块岩石或化石都有它的前世今生，每一个地质现象都可以将它们

的经历讲成一个故事。将课堂内容生活化、故事化和逻辑化，这是以后课程改进的研究方向。 

课程授课学生近年来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3 项，成绩斐然，学生

职业素养、专业技能及创新应用能力显著增强。教学团队获安徽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4 项，课程教学改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5. 结论 

《地质学基础》课程在教改实践中基于 OBE 理念逐步形成了“一体二翼三段四步五融合”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课程教学中将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相结合，培养了学生学习积极性。课程教学通过分析生产

实践的技能需求设计教学情境，立足职业教育特征补充教学案例，实现对课程教学平台内容的及时更新；

通过课前预练、课中实练、课后活练三个阶段，使学生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

现学习热情、兴趣的有效激发；通过课程思政建设，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规划和发展方向，达到思

政内容与教学任务相融合；通过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

到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从而实现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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