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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BE 的
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学生核心素养评价模型研究

 夏慧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轮机与电气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1199

摘要：为充分发挥 OBE 理念在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学生核心素养评价模型建设中的重要性，本文首先明确 OBE 理念的内涵，
进一步提出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学生核心素养的四个构成内容，最后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确定评价方法、搭建数据收集
与分析平台以及模型动态调整与完善四个流程，形成科学的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学生核心素养评价模型，希望可以为模型的
构建提供一定参考，更科学的掌握该专业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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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气自动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高素
质专业人才逐渐成为了行业进步的关键，传统的
教学评价模式体现出了单一性和局限性，实践应
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评价人才时存在主观
性和不确定性 [1]。而基于 OBE 理念的核心素养评
价模型可为高职电气自动化专业学生的育人成效
评价提供重要参考，助力人才和产业的精准对接。

一、OBE 理念概述

OBE 即成果导向教育，这种教育理念始终秉
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持续推进”
的核心思想。传统教学过程中，更加关注的通常
是教学输入，也就是知识的传输以及课时的完结，
还有内容的传授。但 OBE 理念和传统的教学模式
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它像是打开教学新大门的钥
匙，突破了传统教学体系的束缚和限制，开启了
反向教学设计的新路程 [2]。OBE 理念让教学工作
不再按部就班的完成课程设计和教材讲解，而是
以更高的高度，寻找更新的领域，设定学生要达
到的学习成果。也就是说，它从宏观上勾勒了一

幅未来的发展蓝图，再根据最终的目的反向推导，
精心搭建合理的课程体系结构，配合恰当的教学
方法，形成一套更有价值，更加高效的评价策略。

OBE 教学理念应用于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
学中有其独特的价值。近些年来电气自动化产业
的发展速度异常迅猛，行业中衍生出了一些新的
工艺技巧，岗位需求也变得更加多元和精细。专
业教学将 OBE 理念作为基础导向，可以紧密围
绕着产业前沿岗位对于人才能力和素养的具体要
求，锚定培养目标，为学生打造一副量身定制的
铠甲，当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毕业走出校门之后，
就能以其专业的素质来对接职场，快速适应岗位
特点。特别是在电气设备安装调试这些基础而关
键的岗位中，精准完成操作，迅速排除故障，让
电气设备继续顺利运转；或投身于电气系统的运
维工作中，监测系统运行的状态，发现系统中存
在的问题，化解潜在的风险。

二、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学生核心素养
构成

（一）专业知识与技能素养
电气自动化领域中学生是否能掌握电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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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自动控制理论知识等，影响着学生未来发
展的广阔性道路，但这些理论知识并不是要求学
生死记硬背，强制学生记下，而是需要学生能够
灵活使用他们分析电气系统突发故障的症结，或
者说像专业设计师一样对电气控制线路做巧妙的
构思和实用性设计 [3]。同时，学生对于电气设备
能不能熟练掌握应用影响着学生迈进职场，从
PLC 技术、变频器的使用，再到工业机器人，学
生往往会熟悉其中的硬件构造，也会精通编程和
操作中的门道，当学生面对复杂的图纸时，就能
够看懂图纸，并有条不紊的按照图纸信息进行施
工操作，准确完成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任务，成
长为生产线平稳运行的保障人员。除此之外，学
生能不能对专业软件工具进行应用也是核心素养
的重要考察内容，如果能够娴熟操作专业的电气
绘图软件，在其中绘制电气原理图、接线图等，
并保证绘出的图形线条规整，标注清晰，精确传
达出设计意图，使用西门子 PLC 编程软件时能
够得心应手，编写复杂程序时逻辑缜密，指令精
确，提高实践效率，就能为项目落地奠定坚实的
基础。

（二）工程实践与创新素养
对于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而言，掌握理论

知识绝对不够，必须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提高自
身的综合能力，而实验室就是学生的练兵场，实
训基地更是检验实战情况的大舞台。学生在实践
过程中一次次的动手操作以及项目演练都帮助他
们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遇到实践难题时就能
快速分析和反应，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电气自
动化专业学生在毕业之后，会全程深度参与电气
项目，从最开始的方案设计，到设备的选型，再
到施工现场的亲身实践，都需要把握好每一个细
节，调试好每一项技术，平衡多种策略，最终让
学生工程统筹规划以及复杂问题的应对能力得到
全方面的锻炼。

另外，在电气自动化专业学生的发展过程中
应当具备创新思维，电气领域有很多可以创新的
机会和条件，学生主动突破传统电气设计的条框
和束缚，探索人工智能算法与电气系统深度融合
的措施，实现降本增效和性能升级，则是高水平
人才的表现 [4]。当学生踊跃投身于电气自动化专
业的创新创业比赛，在团队中集思广益，群策群
力，头脑风暴时所提出的一些思路和点子就有可
能迎合当前时代背景，如创新的电气节能产品就
契合绿色发展的整体环境，创新的智能监测设备
可以实时守护电气系统的安全，这让学生的潜能
得到了激发，为电气行业的持续性发展注入了更
多的动力。

（三）职业态度与团队协作素养
电气作业有一定的危险性和特殊性，关乎着

生产安全和企业效益，因此从事电气行业的工作
人员需要始终遵循严谨负责的职业态度，而严守
行业规范以及操作流程是不容懈怠的铁律。从作
业之前的安全检查到操作中的步骤合规，再到收
尾时的数据核验，每一个环节都值得精雕细琢，
对于质量的把控趋近于严苛，面对工期紧张的复

杂工程时，学生需要始终秉持吃苦耐劳的精神，
主动加班加点完成任务，争分夺秒保证工期。

同时电气工程项目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繁琐
性，需要不同的工种协同合作，在这个过程中，
人才必须要有团队合作交流能力，在团队中能够
也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要和机械工程师
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衔接沟通，理解彼此的诉
求，防止出现技术孤岛而影响到整体的工程效果
[5]。在团队中，电气人员需要找准自身的定位，
展现出电气专业的优势，攻克电路难题，促进团
队知识的共享，形成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达
到预期交付效果。

（四）终身学习与职业发展素养
电气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的迭代参差

不齐。在行业发展过程中学生需要树立终身学习
的思想观念，严格要求自己，恪守本分，保持专注，
关注电气前沿资讯，定期研读专业权威期刊，汲
取行业知识，利用业余时间进一步雕琢自己，考
取更高水平的职业资格证书，从而检验自身能力，
拓宽职业晋升渠道。

电气专业的人才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使他
们的发展方向更加明晰。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
生入学后，根据个人兴趣以及专业能力去制定
短期的实习目标，在实的过程中积累初步的职
场经验，并逐渐做好长期的就业规划，选定职
业的方向。在学校期间就按部就班的积累实践
经验，结识行业中的人脉，形成职业关系关系
网络系统；在毕业之后对市场进行统筹分析，
调整职业航向，或顺应新能源电气产业转型，
或投身于智能制造电气领域，以实现个人职业
生涯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三、基于 OBE 的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学生核心素养评价模型构建路径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基于的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学生核

心素养评价模型，首先应做好各类指标的分层设
定，在一级指标上需要贴合核心素养的四大板
块，并结合产业需求调研以及专家研讨的结果，
为不同的板块分配权重。其中，考虑到专业实操
性较强，将专业知识与技能素养所占比例设定为
40%，而工程实践与创新素养影响学生的职业竞
争力和发展，设定为 30% 权重，职业态度与团队
协作素养影响学生在职业中的地位，设定 20% 占
比，终身学习与职业发展素养则体现学生的长远
竞争情况，设定 10% 占比。在此基础上做二级指
标的细致划分，对于专业知识与技能素养，主要
是考核基础理论考试成绩、课程拓展知识这些理
论知识情况，以及校内实训操作成绩、校外实习
企业评定成绩、职业资格证书实操得分这些实践
技能情况；对于工程实践与创新素养主要是通过
项目完成进度、质量、成本控制情况来了解项目
成果，通过学生创新专利以及竞赛获奖等级和数
量来评估创新成果；对于职业态度与团队协作素
养，主要是通过学生违规操作次数、考勤记录与



38

2025 年，第二期，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工作责任心反馈评价来了解职业态度，通过团队
互评、项目负责人评价以及团队合作任务完成效
果来衡量团队合作情况；对于终身学习与职业发
展素养，考核学生的学习时长和线上活跃度这些
自主学习情况，项目规划合理性以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率这些职业规划情况。

对于每个 2 级指标需要设定清晰量化的标准。
例如针对于学生实训操作成绩的考核，判断设备
调试成功率和工艺规范符合度等，其中 80~100
分表示操作熟练、工艺精湛，60~79 分代表基本
达标、略有瑕疵，低于 60 分则操作存在较多问题。
创新竞赛获奖按国家级、省级、市级、校级对应
不同分值，国家级一等奖计 10 分，省级一等奖 8
分，以此类推，确保评价客观公正。

（二）确定评价方法
基于 OBE 高职电气自动化专业学生核心素

养评价模型构建需要强调多元评价主体协同实
施，包括教师、企业导师以及学生乃至于同伴都
可以参与到其中，作为评价的主体，教师对于教
学大纲以及课程目标更加熟悉，他们会把握知识
学习以及技能训练的过程，评价的内容更侧重于
知识的掌握，课堂表现以及作业完成质量。企业
导师对于行业发展及变化情况更加了解，会结合
职场的真实场景评估学生在岗位中的匹配度和适
应性、实际操作的规范性、职业素养等方面。学
生的自评是学生对自己的客观分析，对于自我成
长有重大重用，通过定期撰写自评报告分析自身
的优势、劣势和改进方向。同伴互评则督促学生
相互扶持，共同进步，主要是在团队合作项目中
评估成员沟通合作任务贡献情况。例如在小组合
作项目完成之后，组内成员之间互评，用 1~5 分
来体现学生的协作表现。

同样，评价也离不开过程性和终结性评价的
融合。其中过程性评价体现的是学生的学习成长
表现，课堂中借助于智能教学工具记录下学生回
答提问以及小组讨论参与情况，实训过程中每日
记录设备操作流程、故障排查情况，项目执行中
主要是通过定期汇报展示的形式获得学生的阶段
性成绩，促进整个项目按照计划高质量推进，这
部分成绩占总评价的 60%。除过程性评价以外，
终结性评价强化成果检验，期末考试对学生的理
论知识系统掌握度进行评估，毕业设计考核学生
的综合素养与创新能力，职业和认证考试通过率
则作为专业技能的权威性衡量，他们共同组成终
结性成绩，占总评价的 40%，进而实现对学生成
果水平的全面反映。

（三）搭建数据收集与分析平台
教学评价构建在高效的教学数据采集和整合

基础之上。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学生核心素
养评价模型需要对接学校的教务系统，获取学生
的课程成绩以及选课情况，评估学生的知识学习
轨迹，可以联动实训中心管理系统采集实训设备
的使用时长以及故障报警信息，还原实训表现，
可以引入企业实习管理软件，同步实习考勤以及
工作任务分配，还有完成评价等方面的内容。联
系学生成果展示平台，汇聚学生成长各方面数据，

形成完整的数据链条。对学生学习数据的只能分
析，能够更精准反映出学生的学习状况。借助大
数据分析算法和数据挖掘技术完成对学生个体素
养雷达图的绘制，直观呈现出学生不同维度素养
的强弱情况，并通过对比不同学期的雷达图来洞
察学生的成长趋势以及发生波动的具体原因，分
析整个年级或班级的群体素质短板，作为精准教
学干预的重要参考，并构建预测模型，根据过往
数据评估未来学生的职业发展，提前调整策略，
助力电气自动化专业学生成才。

（四）模型动态调整与完善
为了进一步实现评价模型的调整与完善，在

实践中需要建立反馈回路机制，每学期定期开展
师生座谈会，在其中倾听学生对于核心素养评价
整个过程的一些感受和体验，教师教学做适配性
的反馈；针对于企业则需要做定期的回访，了解
企业对于毕业生素养契合度的评价情况，以及获
取企业对于用人方面的新需求；对于毕业生需要
跟踪他们的职业发展道路，做好问卷调查，了解
毕业生职业晋升情况以及技能短板，还有知识更
新方面的诉求。将这些获取到的反馈意见和信息
做整理，形成一个详细的改进清单，作为后续核
心素养评价优化的重要参考。根据前期的反馈，
进一步对模型进行优化。例如在电气行业中出现
一些新兴技术时，可以在评价模型中调高相应的
创新实践指标所占权重；可以更新评价的方式，
引入虚拟仿真考核标准，让评价更加精准和全面；
也可以拓宽评价的维度，考核学生的跨文化交流
能力，以及对于国际标准电气规范的掌握程度等，
迎合电气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最终培养出电
气自动化高素质水平人才。

四、结语

基于 OBE 理念构建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
业学生核心素养评价模型，为精准评价人才的能
力提供了重要参考，促进了学生成长潜能的激发，
也让高职院校的教学有针对性且客观全面，此模
型有望成为教育革新利器，为企业输送理论扎实、
实操精湛、素养多元的高度“适配型”人才，推
动整个电气行业的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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