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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 OBE理念对中职《信息技术》课程案例教学改革进行研究，指出当前课程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并阐述 OBE理念的内涵与教学改革必要性。通过提出包括知识导入、课前准备、课堂实施、

课后延伸四个阶段的教学设计，以及“三步走”案例教学模式的教学过程实施，本文旨在提升中职院校

学生的信息素养、职业能力与核心素养。教学效果评价显示，学生能力显著提升，但仍存在案例选择不

合理等问题。

[关键词]OBE理念；中职；《信息技术》；案例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87-9534(2025)-0045-63 [收稿日期]2024-12-26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对信息

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人才的质量要

求也不断提高。中职《信息技术》课程作为

培养学生信息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其教学

质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然

而，当前中职《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存在

诸多问题，如教材内容陈旧、教学方式单

一、评价方式单一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

教学效果的提升。因此，迫切需要引入新的

教学理念和方法，对中职《信息技术》课程

进行教学改革。

OBE教育理念是一种以学生学习结果

为导向的教育理念，它强调以教学活动设计

为中心，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把学

习成果作为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的主要依

据。这种理念有助于解决传统教学模式中存

在的问题，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信息

素养、职业能力与核心素养。

二、《信息技术》课程现状分析

《信息技术》课程是中职学校计算机专

业的一门核心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基本

的信息技术操作技能，满足岗位工作需要，

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需要。然而，当前该课

程教学中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教材内容陈旧：现有教材内容更新滞

后，缺乏时代性和前沿性，难以满足当前信

息技术发展的需求。

2.教学方式单一：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

以讲授法为主，师生互动较少，难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3.评价方式单一：现有的评价方式主要

以笔试为主，难以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

学习成果和实际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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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 OBE教育理念

引入中职《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通过案

例教学改革来解决上述问题，提升教学质量

和学生的综合素养。

三、OBE 理念的内涵

OBE理念的核心是以学生的学习成果

为中心，强调成果导向教学模式。它采用

“目标—评价—改进”的教学模式，重视学

习成果的实现与评价。该理念将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作为教学目标，根据学生学习成果

进行教学活动设计，提出多种教学方法，通

过多元评价方式来进行评价，以此促进学生

信息素养、职业能力与核心素养的同步提

升。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OBE理念倡导

教师运用项目式、任务型等多种教学模式组

织教学活动，采用多种评价方式对学生学习

成果进行评价。这种理念有助于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与创新意识，增强学生的信息素

养、职业能力与核心素养。

四、案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传统的中职《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模式

存在诸多不足，严重制约了教学效果的提

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师生互动较少：传统教学模式以讲授

法为主，师生互动较少，难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

2.案例教学法适用范围小：现有的案例

教学法适用范围较小，内容陈旧，不能有效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过程中难以将

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进行有机融合，导致学

生难以将所学知识灵活应用到实际操作中。

4.考核形式单一：传统的考核形式以笔

试为主，难以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

成果和实际应用能力。

针对上述问题，OBE理念下的案例教

学改革显得尤为重要。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主

体，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新意

识，有效增强学生的信息素养、职业能力与

核心素养。因此，中职《信息技术》课程需

要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课堂教学中，对传统的

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

五、基于 OBE 理念的教学设计

基于 OBE理念的教学设计强调将学习

成果作为教学活动的中心，实现预期学习成

果与实际学习成果的有效对接。教师在教学

设计过程中，应基于 OBE教育理念进行教

学活动设计，引导学生从课程知识与技能向

综合素质的转变。

以《信息技术》课程为例，在该课程案

例教学改革实践过程中，以 OBE教育理念

为指导，开展教学设计。具体设计过程包括

以下几个阶段：

1.知识导入阶段：在这一阶段，教师主

要通过引入实际案例或问题，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好奇心，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

2.课前准备阶段：学生在课前根据教师

提供的预习材料和任务进行自主学习，初步

了解课程内容和学习目标。

3.课堂实施阶段：在这一阶段，教师以

讲授为主，但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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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深

入理解课程内容，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同时，教师还应注重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能力提升。

4.课后延伸阶段：在这一阶段，教师以

学生自主学习为主，通过布置课后作业和实

践任务等方式，引导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提

升实际应用能力。同时，教师还应关注学生

的信息素养与职业能力的提升情况，给予针

对性的指导和训练。

在具体的教学设计过程中，还应注重以

下几点：

1.明确学习目标：根据 OBE理念，学

习目标应明确、具体、可衡量。教师应根据

课程内容和学习目标设计相应的教学活动和

评价方式。

2.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教师应根据课

程内容和学生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如

项目式、任务型等教学模式。同时，还应注

重多种教学方法的结合使用，以提高教学效

果。

3.采用多元评价方式：评价方式应多元

化，包括作业、测试、项目报告、口头汇报

等多种形式。通过多元评价方式可以全面、

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实际应用能

力。

六、教学过程实施

基于 OBE理念的案例教学实施过程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案例选择与设计：教师应根据课程内

容和学习目标选择合适的案例进行设计。案

例应具有代表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

时，还应注重案例的更新和与时俱进。

2.案例分析与讨论：在课堂上，教师应

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通过

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3.案例实践与操作：在课后或实验课

上，教师应安排学生进行案例实践与操作。

通过实践操作，学生可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提升实际应用能力。

4.案例评价与反馈：在实践操作结束

后，教师应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价和反

馈。通过评价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存

在的问题，为后续的教学改进提供依据。同

时，还应注重给予学生积极的反馈和鼓励，

激发其学习动力和自信心。

在实施过程中，教师还应注重以下几

点：

1.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每个学生都有

自己的学习特点和兴趣爱好。因此，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

施教，给予个性化的指导和帮助。

2.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

学习能力是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能力之

一。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引导其学会独立思考

和解决问题。

3.加强师生互动与交流：师生互动与交

流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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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需求，及时调

整教学策略和方法。

七、教学效果评价

通过对教学对象的跟踪调查和分析，我

们可以发现基于 OBE理念的案例教学改革

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信息素养显著提升：经过课堂教学和

实践操作，学生的信息意识明显增强，能够

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工具进行信息获取、处理

和应用。同时，学生的信息道德也得到有效

提升，能够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规

范。

2.职业能力明显提高：通过案例教学和

实践操作，学生能够有效掌握计算机专业相

关知识与技能，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

作中。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

3.核心素养有效提升：案例教学注重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通过案例教学和

实践操作，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有效激发，

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显著增

强。同时，教师也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

了针对性指导和训练，使其核心素养得到有

效提升。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本门课程采用案

例教学法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如案例选

择不合理、案例讲解不够透彻以及案例评价

标准不明确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进一

步加强案例教学的设计和实施工作，完善案

例教学评价体系和方法，以提升教学效果和

学生的综合素养。

八、结语

在中职《信息技术》课程案例教学中引

入 OBE教育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

用价值。通过将课程知识点有机地融入到具

体的案例教学中，并将信息技术的应用能

力、创新能力以及职业能力培养有机地融入

到具体的案例教学中，我们可以有效实现中

职学生信息素养、职业能力与核心素养的同

步提升。因此，在未来的中职《信息技术》

课程教学中，我们应继续深化 OBE教育理

念的应用和实践探索，为培养更多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时，我们还

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

中职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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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B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rriculum case teaching refor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OBE concept and the necessity of

teaching reform. By proposing the teaching design of four stages: knowledge introduction, pre-class

preparation in class, classroom implementation and after-class extension, as well as the teaching

process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step" case teaching mode, this paper aims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vocational ability and core literacy of student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 shows that students' abilit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case selection.

Key words: OBE concept;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se

teaching; teaching r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