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OBE 理念面向创新能力培养计算机网络 

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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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计算机网络课程的特点以及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人才培养理念，不断推进计算机网络课程的教学改革进

程。依据本校具体教学情况，构建并实践了基于 OBE 理念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

心，充分尊重学生能力的差异性，差异化引导学生面向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升工程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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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uter network course and the talent training concep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the reform of computer network course teaching should be deepened continuously.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curriculum project-

driven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practiced. It takes students as the center, fully 

respects the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abilities, and differentiates students to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to targetedly improve their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Good teaching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practical teaching activities.  

Keywords— OBE concept, innovation ability,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course project driven 

1  引  言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追求质量提升与内涵式发展的

方针，针对智能制造、云计算、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等

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高校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时，需

确保他们不仅具备出色的个人综合素质，还要能与区

域、行业及企业岗位高度契合，展现出卓越的工程实

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同时，在其未来岗位上展现出前

瞻性和发展潜力
[1-2]

。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必须加大

对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 

计算机网络作为计算机大类专业学生培养工程实

践与创新能力的核心课程，其传统教学中往往偏重理

论知识的传授，而在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及“应用与设计能力”方面成效有限，这与新兴产业

对人才的需求存在明显差距。为了强化计算机网络课

程的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工程实践能力，

使之更加贴合智能制造、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

等新兴产业的岗位需求，本文依托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的契机，从课程目标设计、课程项目选择与评价、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教学设计优化以及课

程评价体系改革等多个维度入手，全面推进教学改革。

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提升计算机网络课程的教学质量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

更好地适应和引领新兴产业的发展。 

＊基金资助：本文获得湖南省一流本科课程湘教通〔2021〕

28 号-268；湖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 HNJG-2021-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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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果为导向推动计算机网络课程教

学改革 

2．1 基于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理

念的课程目标设计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作为国际上广泛认可的工程教

育质量保障体系，是衡量高等学校工程教育质量的重

要标准。其核心原则包括以学生为中心、强调产出导

向以及持续改进
[3-8]

。基于 OBE 理念的教学改革，着重

于以下两个层面的实践：首先，课程目标需紧密围绕

毕业要求来设定，即根据课程所承担的具体毕业要求

指标点来精心设计课程目标；其次，整个课程的教学

环节都需紧密围绕这些课程目标来展开，同时根据课

程目标达成情况的不足之处，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改

进。在此基础上，结合 OBE 的反向设计原理与正向实

施的教学设计原则，对计算机网络课程进行全面而深

入的教学改革，以期达到更高的教育质量标准
[9-12]

。 

计算机网络课程是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

程学院计算机大类的专业基础课程，依据 2021培养方

案中的毕业要求，考虑本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

关系，制定本课程学习目标，并支撑相应毕业要求指

标点，具体见表 1。 

 

表 1  毕业要求-课程目标关系表 

从表 1 中可知计算机网络课程在教授知识的同时，

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工程设计能力及沟通能力，

以便更好地支持毕业要求达成。 

2．2  课程项目助力培养创新能力 

为了提升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和工程设计能力，

从工程实践中选择一些适合的题目，设置课程项目题

库，学生必须选择一个课程项目独立完成，在课程项

目中学会需求分析报告、详细设计报告、测试报告等

文档的撰写，同时讨论工程与社会的关系，学会与老

师沟通，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尊重学生能力的差异性。课

程项目按难易程度分成不同等级，对应不同评分区间。

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不同难度的题目来完成，

难度大的题目对学生来说有挑战度，可以激发学生挑

战精神，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课程项目拓展至课外，参加学科竞赛。学生完成

的课程项目，可以延伸至课堂之外的凡路学科创新团

队里组队把功能改进更加完善，或者运用计算机网络

原理与技术理论创新设计作品参加各种学科竞赛，培

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2．3  采用线下线上混合式教学模式，激发学

习的主动性 

充分利用学银在线平台、学习通，搭建线上线下

混合式学习平台。课前，学生基于学习通进行线上自

主学习；课中，充分利用学习通、PPT 等开展课堂教

学，在学习通上完成签到、课堂测试、期中考试、小

组讨论活动、问卷调查等互动活动。课后，通过学习

通上辅助教学资料拓展学习内容，发帖答疑、资源分

享，通过 QQ群讨论共性问题等；通过学校网络教学综

合平台，布置作业、批阅作业等。 

教学组织形式已由教师为主的满堂灌式转变为学

生为中心、产出导向的转变。合理有效利用学银在线、

学习通、线下实验、课程项目、凡路团队等丰富的教

学资源，让学生线上自学、线上查阅资料、线下问题

研讨等教学环节训练能力，达成课程目标 1、2；课堂

毕业要求 
指标
点 

与课程 
关联度 

课程目标 

能够融合专业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
演、分析计算机或网络系统及安全等问题，
并体现创新意识。 

1.3 
M

（0.2） 

课程目标1：掌握计算机网络基本理论知识、TCP/IP体系
结构、局域网技术以及网络协议的基本工作原理和相关数
学模型，分析网络系统性能、信道利用率、以太网性能及
路由算法等。 

能够针对计算机工程问题选择适当的基础理
论和数学模型方法，表达复杂工程问题。 

2.2 
H

（0.3） 

课程目标2：能够运用计算机网络基本原理来分析复杂网
络工程问题，采用适当的数学模型来描述TCP可靠传输、
TCP拥塞控制及连接管理、DNS、邮件系统、密码系统等
问题，以便分析解决方案。 

在实际计算机或网络应用场景中，能够考虑
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选择
适当的解决方案，并能够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6.2 
M

（0.2） 

课程目标3：能够运用所学的TCP/IP的基本原理，在课程
项目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选择
适当的解决方案，理解自己作为工程师应该负担的责任。 

能够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
交流，在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中体现网络工
程专业知识，能够明确表达观点，并能够就
相关问题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10.2 
M

（0.2） 

课程目标4：针对课程项目的关键性问题，能够与教师或
同学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在撰写项目报告时，体现所学
的网络知识，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够回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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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教师以问题导入方式讲解难点重点，达成课程目

标 3、4；通过线下实验达成课程目标 2；课程项目运

用所学知识，针对实际问题，进行需求分析、详细设

计、编程完成系统、测试等能力的锻炼，从而达成教

学目标 2、3、4；在课程外参与凡路团队，延申课程内

容，参与学科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从而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获得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学习成效。 

2．4  围绕课程目标搭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资源平台，丰富教学内容 

教学资源是衔接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关键教学

工具，本课程一直致力资源建设和优化迭代，建成支

持混合式教学活动开展的线上资源和线下资源。 

到目前为止，线上资源共建授课视频 50个，课程

资源 134 个，测验和作业的习题总数 742 道。建设试

题库共 1527题，非视频资源 110个，课程公告总数 23

个，开课 12期。对多年教学的积累进行整合形成丰富

的线下资源：教学大纲、教案、讲义、 PPT 课件、课

程思政案例 8个、典型教学案例 10个，试题题库 2052

题，新增问题分析类试题和非标准答案类试题，以便

引导学生提高分析能力和创新思维。 

2.5  课程评价方式改革 

遵循 OBE，多元化，过程化，可量化原则，如表 2

所示围绕课程目标，设计课程教学环节：课后作业、

在线学习，小组讨论作业都是线上提交，期中考试是

线上完成；线下有课堂讨论、课程项目及期末考试。

针对每个教学环节支撑的教学目标，设定评价标准，

基于学生的学习成效，按照评价标准来进行成绩评定，

撰写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报告，在报告中分析学情，根

据学生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课程教学的问题，给出

改进措施，在下一年度实施，以此持续改进教学质量。 

 

表 2  课程目标-成绩评定标准关系表 

课程目标 
成绩评定标准 

课后作业
（%） 

课程项目
（%） 

期中考试
（%） 

小组讨论作业
（%） 

在线学习情况
（%） 

期末考试（%） 

1 5 0 5 0 3 20 
2 5 5 0 0 2 30 
3 0 8 0 5 0 0 
4 0 7 0 5 0 0 

3  课程教学改革成效 

从2018年学院开始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改革以来，

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网络原理与技术”课程教学改

革实践了多期，已进入实践验证阶段。下面从课程目

标实现程度及学生反馈调查等多维度展开教学成效的

数据分析。 

3．1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 

通过实施以成效为目标、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转变，明确界定了师生的职责，并在“预习、课堂讲

授、课后复习”这三个教学环节中展开活动，帮助学

生深入掌握计算机网络理论，进而促使学生从对知识

的简单记忆转变为能够全面理解和灵活应用所学内容。

如表 3所示，从 2020至 2023 年近三学年课程目标达

成情况比较分析可知计算机网络原理的理解能力（课

程目标 1）和问题分析能力（课程目标 2）逐年稳步提

升，课程目标 3 和课程目标 4 稳定在 0.8 上下，验证

了以成果为导向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3．2  学生反馈数据分析 

为了掌握学生对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接纳程度及

看法，我们启动了在线问卷调查，并依据回收的反馈

意见与数据，在教学过程中持续优化教学策略，以期

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图 1所示，根据调查结果，有 93%

的学生表达了高度满意或满意，这反映出学生对教学

改革模式的高度接纳，以及对课程教学改革成效的普

遍认可。 

 

图 1  教学模式满意度 

3．3  学科竞赛成效显著 

结合线上与线下的教学模式，有效地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热情，促使学生积极融入课程；而课程项目不

仅锻炼了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还为他们参与各类

学科竞赛提供了有力支持。 

学生在后期参加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中

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种学科竞赛的人

数逐年增加，2022 年获国家级奖项 63 项，省级 143

26%

67%

7% 0%教学模式满意度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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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国家级获奖数量再创历史新高。长沙理工大学位

列 2022 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榜单（本科）第 13 

名，显著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134]

。 

表 3  2020 至 2023 年近三学年达成情况比较表 

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2020-2021 2021-2022 2022023 

 
课程目标1 

1.3能够融合专业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网络或
计算机系统及安全等问题 

0.67 0.71 0.74 

课程目标2 
2.2能够针对工程问题选择适当的基础理论和数学模型方法，
表达复杂工程问题 

0.682 0.69 0.71 

课程目标3 
6.2在实际网络应用场景中，能够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及文化的影响选择适当的解决方案，并能够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0.869 0.797 0.8554 

课程目标4 
10.2能够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在撰写
报告和设计文稿中体现网络工程专业知识，能够明确表达观
点，并能够就相关问题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0.868 0.832 0.8550 

 

4  结束语 

遵循成果导向教育（OBE）原则进行的课程教学改

革，首先要确立课程如何支撑毕业要求的各项指标，

据此设定课程目标，并围绕这些目标规划教学活动。

在教学执行过程中，应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组织教学

内容，并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估体系。通过持续分析课

程目标的达成情况，不断对教学效果进行反馈与优化，

进而提升课程整体教学质量。 

 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结合计算

机网络课程的特点以及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人才培养

理念，不断推进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的创新与深化改

革。基于 OBE 理念的构建课程目标，围绕课程目标，

搭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资源平台；重构课程评价体

系；基于课程项目驱动，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尊重学

生能力的差异性。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不同的

课程项目来完成，更精准地评价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差异化引导学生面向新兴产业发展的不

同需求，提升自己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便

应对未来不同的岗位需求。随着课程深入改革，课程

目标达成逐年稳步提升，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得到

提高，极大地推动课程教学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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