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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 理念的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平台 + 模块”
课程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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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体系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为基本任务，以学生认知规律为基本遵循，将公共课、专业课、拓展课、选修课等各类课程进

行科学合理序化而构成的系统。课程体系是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专业群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

基于 OBE 理念，以支撑专业群的人才培养目标为根本遵循，以学生为中心，建立通专融合、能力递进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平台 + 模

块”课程体系，明确平台课程和模块课程具体内容，以能力递进序化实践模块课程结构。提炼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的一般做法和典型模式，

为学院相关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和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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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职业教育提

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等文件，都将打造高水平专

业群作为改革发展重要任务之一。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公布了

141 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2021 年 12 月，湖北省教育厅公示

了 84 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专业群组建后，如何确定专

业群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专业群课程体系，已成为当前职业教育

需要解决重大课题。“平台 + 模块”是目前高职院校专业群构建

课程体系主要模式之一。OBE 教育理念在国际工程教育领域应用

广泛，将 OBE 理念应用于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平台 + 模块”

课程体系构建，可以有效保证专业群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

量。

一、研究背景

OBE 教育理念在国际工程教育领域应用广泛，如国际工程师

联盟（IEA）发起的国际工程教育互认体系的 3 个互认协议，即《华

盛顿协议》《悉尼协议》《都柏林协议》，都将 OBE 教育理论和

实践纳入其中。德国、澳大利亚建立以学习结果作为职业教育改

革和发展的指导机制，在职业教育和培训计划制订中，将学习结

果作为教育标准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职业教育提

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等文件，都将打造高水平专

业群作为改革发展重要任务之一。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公布了

141 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2021 年 12 月，湖北省教育厅公示

了 84 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专业群组建后，如何确定专

业群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专业群课程体系，已成为当前职业教育

需要解决重大课题。“平台 + 模块”是目前高职院校专业群构建

课程体系主要模式之一，重庆电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双高院校

将 OBE 理念应用在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目

前还处于探索阶段。

二、研究价值

为服务仙桃市非织造布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千亿级产

业集群，我院于 2020 年 6 月成立了仙桃非织造布产业学院，组建

了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该专业群 2021 年 12 月立项为省级高

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课程体系是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人才培

养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专业群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将

OBE 理念应用于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平台 + 模块”课程体系

构建，可以有效保证专业群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1. 可以促进单一专业课程体系向“底层共享、中层互融、高

层互选”专业群课程体系转变，建立专业群的平台课程和模块课程，

实现教学资源共建共享。

2. 可以促进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以“平台 + 模块”课

程体系为纽带，实现专业群人才培养的互补、互融、互通。

3. 研究成果可以推广至装备制造类其他专业群，为相近专业

群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课程体系提供模式和方法借鉴。

三、研究内容

（一）研究目标

基于 OBE 理念，以支撑专业群的人才培养目标为根本遵循，

以学生为中心，建立通专融合、能力递进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平

台 + 模块”课程体系，明确平台课程和模块课程具体内容，以能

力递进序化实践模块课程结构。提炼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的一般

做法和典型模式，为学院相关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和方

法借鉴。

（二）研究内容

1. 制订专业群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OBE 理念认为培养目标

是对学生毕业 3-5 年后能够达到的专业和职业成就的总体描述，

而毕业要求则是指学生毕业时应具备的知识、能力、素质即核心

能力的具体描述，是学生在校期间取得的学习成果。基于 OBE 理念，

面向非织造技术职业岗位群，厘清专业群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和

毕业标准关系，科学细化思想政治素质、专业能力、创新创业能

力和职业素养“四维”的毕业标准。

2. 建立专业群平台课程和模块课程。依据成果导向理论，参

照悉尼协议范式，把专业群将需要具备的素质、知识、能力归纳

为一个基础平台和若干个模块（每个模块可以包含 4-6 门课程），

在开发过程中根据职业成长规律，建立基础能力、综合技能、岗

位技能、创新创业能力四层递进的实践教学模块，供群内不同专

业（方向）及兴趣爱好的学生选择，以此构建通专融合、能力递

进的“平台 + 模块”专业群课程体系。

3. 提炼课程体系构建的一般做法和模式。在现代非织造技术

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实践成果导向的“平台 + 模块”课程体系，在

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优化课程体系，总结实施过程中的典型做

法，提炼成一般模式，以人才培养方案、论文、规范等形式进行

固化为成果。

四、研究思路

（一）研究思路

1.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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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

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职业教

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等文件精神，基于 OBE

教育理念，依据《现代非织造技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方案》，以

专业群“平台 + 模块”课程体系构建为主线，以复合型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为目标，突出学生中心和能力本位，打造省级高水平专

业群。

2. 研究程序：查阅文献——调查调研——课题论证——制订

方案——实践研究——交流总结。查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职业教育最新文件，调研武汉船舶职业技

术学院等国家双高校，了解专业群建设最新成果和课程体系开发

的程序和思路。调研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等非织造产业龙头

企业，明确非织造布产业职业岗位群和人才培养规格。组织课题

论证会，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和内容，确定实施方案。在现代非

织造技术专业群中进行课题研究实践，定期召开研讨会，总结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措施。最后，召开交流会议，总结实

施过程中的典型做法，提炼出基于 OBE 理念的专业群“平台 + 模

块”课程体系构建的一般模式并推广。

（二）研究方法

1. 调查研究法

调研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等双高院校和恒天嘉华非织造有

限公司等企业，调查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教师教学信息和毕业

生岗位就业信息，收集、分析、整理相关信息及资料，从职业岗

位群分析出发，融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结合三全育人、

课程思政和“1+X”证书试点，确定研究目标和内容。

2. 实验总结法

课题组成员在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进行项目实践，对出现

的问题不断进行改进，总结出构建专业群“平台 + 模块”课程体

系的一般路径和方法。

3. 比较分析法

通过在专业群中实施 OBE 理念导向的“平台 + 模块”课程体

系学生与学院内其他专业群进行比较，通过样本分析，找出优劣点。

五、实施路径

1. 组建了项目实施团队，开展项目实施调研和论证。组建了

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教学指导委员会，调研了 2-3 个国家双高

院校，了解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理念和方法；调研了非织造产业

龙头企业，明确非织造布产业职业岗位群和人才培养规格，完成

调研报告。组织现代非织造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群内专业带

头人、教研室主任和企业专家论证会，确定专业群“公共基础”“专

业群基础”两类平台课程和“专业方向”“专业拓展”“公共拓展”

三类模块课程。

2. 在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实践通专融合、能力递进的“平

台 + 模块”课程体系，进一步总结、改进和优化。调研了北京华

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等

4 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制订企业，了解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

数控车铣加工等证书标准和考评要求，结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

准修订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等 5 个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

3. 加强课证融通的教学资源开发，推进“四有”课堂教学改

革。对接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融入企业典型生产工艺、技术规范，

建立由在线精品课程、线上虚拟仿真实训室、精品课程思政案例库、

活页式教材等多样化、项目化、数字化教学资源。

六、实践成效

1.OBE 理念导向的专业群学生“四维”毕业标准。以成果为

导向，建立思想政治素质、专业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四

维”的毕业标准，让毕业条件可量化、可检测。

2. 通专融合、能力递进专业群“平台 + 模块”课程体系。建立“公

共基础”“专业群基础”两类平台课程和“专业方向”“专业拓

展”“公共拓展”三类模块课程，平台课程以必修为主、模块课

程以选修为主，以能力递进序化模块结构，符合学生职业成长规律，

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图 1. 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平台 + 模块”课程体系

3. 结合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等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

加强书证融通；结合非织造布产业前沿技术，将行业的新标准、

新技术、新工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将纸

质平面化书本教材升级为立体化、工作手册式教材。

七、结语

基于 OBE 理念开发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群课程体系，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明确了专业群人才培养规格和毕业能力指

标点，构建了“底层共享、中层互融、高层互选”专业群模块化

课程体系，建立思想政治素质、专业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和职业

素养“四维”的毕业标准，在人才培养实施过程中，提升了专业

群的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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