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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such “sore point” problems as cramming education, abstract and numerous psychological contents, inability to apply design 
practice and emphasis on results over processes during assessment in previous teaching of the course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edagogical reform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OBE teaching idea and guided by course “output”, with “applicability” as the target, 
and	from	five	aspects,	teaching	mode,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content,	assessment	feedback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The	blended	
learning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learning	was	explored,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OBE o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Keywords
OBE; blended learning; pedagogical reform;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基于OBE教学理念的《环境心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吴孟奇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228

摘  要

针对以往《环境心理学》课程教学中呈现的课堂教学满堂灌、心理学内容抽象繁多、设计实践不会应用、考核方式重结果
轻过程等“痛点”问题，基于OBE教学理念，以课程“产出”为导向，以“应用性”为目标，重视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考核反馈、教学评价五个方面进行教学改革，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以
实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标。论文以OBE教学理念的《环境心理学》课程教学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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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概述

环境设计的特点在于其设计是基于对综合、复杂的环

境条件和丰富、多元的使用者需求的研究，掌握“环境—心

理—行为”三者的内在关系与相互影响，并能将其转化应

用是每个环境设计类专业学生必须学习和具备的基础知识

与技能。因此，对于环境设计类相关专业的学生而言，《环

境心理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知识学习与应用转化的

课程。

针对原有教学模式存在的“痛点”问题，教学团队基

于 OBE 教学理念，以课程“产出”为导向，以“应用性”

为目标，重视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考核方式、教学评价五个方面进行教学改革，以

实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标。

2 课程“痛点”分析

课程改革基于线上线下问卷调查反馈、考试成绩分析

和教学反思的结果，发现教与学的“痛点”可总结为以下

几点：

①课时设置少，导致课堂教学满堂灌、单向输出。

②心理学内容抽象繁多，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深

度不够。

③设计方法听得明白，但设计实践无法应用。

④期末考试成绩较差、重结果轻过程。

3 教学理念与教学目标

针对以上存在的痛点问题，围绕本校培养“高素质、

应用型、创新精神”社会英才的办学定位，以及“新工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要求。课程教学以“立德树人、学生中心、

成果导向、持续改进”为理念，构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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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程改革举措

4.1 教学模式——引入OBE教育理念，建立三段式

教学模式
将理论知识同设计实践结合，从知道方法到熟练应用，

从而提升环境设计能力是本课程的核心目标。针对“理论与

设计实践脱节”的痛点问题，教学团队引入 OBE 教育理念，

建立了“基本概念学习—案例体验认知—分析设计实践”三

阶段“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从而形成了“了解—

理解—应用—评价—优化”的学习模式，学时划分由单一的

理论教学调整为理论、实践结合的方式，以此为基本原则，

指导教学设计 [1]。同时，根据的过程和成果的评价进行教学

反思，提升课程质量和教学效果。

4.2 教学方法——强基础、重学生、活课堂、厚产出

4.2.1 重视基础知识讲解，转变讲授逻辑
针对“难以理解”“记不住”的痛点问题，分析其主

要原因在于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而不是主动的思考。因此，

将“讲解知识点—案例论证”的讲授逻辑转变为“课前：问

题、任务为导向—学生提出观点—老师论证观点—案例加深

理解”的逻辑形式，强化记忆与理解。

4.2.2 以学生为中心，进行翻转课堂的建设
针对“课堂沉闷”“参与度不高”等痛点问题，以学生

为中心，进行翻转课堂的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教学过程的翻转：变“先讲后（想）做”为“先（想）

做后讲”，要求学习新内容之前，学生先思考、先尝试、先

分析，教师再讲解。②课堂主体的翻转：使用案例汇报、方

案演示、现场试验等教学方法，强化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③教学评价的翻转：课程教学中，将设计方案评析的部分评

判的权利赋予学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责任感，

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一听就懂、一做就错”的问题。

4.2.3 利用前沿教学媒介和技术，增加场景体验感
针对“案例体验感较差”“不知道怎么运用的”的痛点

问题，教学团队充分运用学院引入“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室”，

通过 MARS 软件和 VR 技术的应用，增强案例场景的体验感。

现教学团队成员均掌握相关软件和技术的运用，30 余名学生

成立学生工作组，进行场景的创建和指导其他学生学习软件

的操作与应用，并创建多课程虚拟仿真实践基地。

4.2.4 以成果产出为导向，体现教学成果的应用性
针对“不知道怎么运用的”的痛点问题，在教学中，

运用生活场景调研、案例场景分析和场景设计应用串联融合

的方式，让运用方法更清晰、直观。

4.3 教学内容——共性与个性并重，专业价值与社

会价值齐飞

4.3.1 改选教材，体现课程内容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改选《环境心理学：环境—行为研究及其设计应用》（第

四版）为教材，突出“设计应用”内容，筛选符合专业特点、

学生情况，满足学科知识体系要求的章节进行讲解，使课程

内容适用于从室内到室外，从微观到宏观的环境设计，对后

续关联课程更具指导性。同时，根据学科需求，适当增加前

沿知识的补充，拓宽视野 [2]。

4.3.2 思政入课，培养积极的价值观
环境设计涵盖范围较广，从微观的个人空间、建筑空

间到宏观的城市空间、社会空间都有用武之地。首先，在教

学中，通过合理的引导，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认

真、严谨的学习态度；其次，结合课程内容，帮助学生建立

“以人为本”“生态协调”等设计认知；最后，团队教师通

过设计实践辅导提升学生作品水平，指导学生参加挑战杯、

天作杯、调研中国、西部之光、创新创业大赛等多项竞赛活

动，并获得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三等奖，获得创新创业大赛金奖，指导学生发表论文

4 篇。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接触到了更广泛的专业领域，体

验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的成果转换，通过竞赛成绩获得了

更多的学习和就业机会，收获了自信与肯定。由此我们探索

出了一条“专业认同—职业、个人价值肯定—实现社会价值”

的教育途径。

4.4 考核反馈——多样化、多元化、全过程、阶段性
课程考核方式围绕课程内容、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的

创新改革需要，提出了全面性、综合性、学术性、应用性、

多维性的思路，具体举措如下。

4.4.1 变考试为考查，题型多样化、角度多元化
传统教学中考试以理论记忆为主，学生死记硬背，考

试成绩不理想。该课程通过设计应用、研究思考代替传统的

试卷，体现出“以学为本、以生为本”的原则，通过课程设计、

调研报告、论文等方式进行多样化考核，既能较全面地反映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又能反映出本门课程内容

的全面性、综合性、应用性，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融

会贯通。课程考查题型见表 1。

表 1 课程考查题型

题型 能力培养及考查目的

环境设

计训练

1. 环境条件分析能力

2. 使用者需求的分析

3. 综合应用“环境—心理—行为”相关理论进行环境设

计的能力

4. 图纸表达、表现的综合能力

调研

报告

1. 观察力与专业敏感度（与专业相关的社会现象的认知）

2. 调研分析的方法

3. 综合应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分析总结的能力

论文（文

献综述）

1. 文献阅读范围和阅读量

2. 内容的归纳、总结能力

3. 学术研究能力

4. 论文撰写能力

POE
报告

1. 掌握使用后评价的方法与原则

2. 客观分析的能力

3. 方向优化的设计思维

4. 根据问题设计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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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考核内容体现全过程、阶段性
课程对考核内容进行了分阶段、分类型的细致安排，

有助于对学习全过程的监督和学生成绩的提升，有利于对各

知识点、能力掌握点的及时反馈，从而指导教师对教学进行

调整。

4.5 教学评价——阶段划分、反馈交流、评价多维、

多方参与

4.5.1 根据阶段教学特性，制定针对性评价方法
根据不同阶段的教学特性，确定不同的教学评价方法，

基本概念学习阶段，以课堂提问、阶段测验等方式完成考 

核；案例体验认知阶段，以学生提问、分组讨论、学生自讲

等形式完成考核；分析设计实践阶段，以学生设计实践作业

来进行考核，这一阶段是阶段性教学成果的体现，也是评定

教学效果，进行教学反思的依据。

4.5.2 利用信息化平台，推动教学反馈与交流
利用OR教学管理系统，有效监督学生阶段性学习成果，

实现无纸化管理和评图。教师可利用移动端和 PC 端随时随

地对学生作业进行批改，从而得到教学效果的即时反馈。同

时，结合雨课堂、微信群、QQ 群等现代化教学辅助手段，

鼓励学生进行课后反馈，以“吐槽”“表情包”等学生喜闻

乐见的方式，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与教师积极讨论课堂学习

效果 [3]。

4.5.3 评价维度的提升，体现课程贡献点
教学评价突破传统单一由学生考试成绩评定该门课程

教学效果的方式，逐步建立前导与后续课程的联系，进行多

课程、跨年级评价机制，在横向上验证课程的应用性教学效

果，在纵向上验证学生的专业素养，综合评价课程的贡献点。

4.5.4 多方参与评价，推动教学优化
打破任课教师作为教学评价核心的固有模式，让各年

级学生及其他教师参与到课程评价当中，可利用 OR 平台的

资源开放性和评价开放性，让学生之间互评，不同课程老师

之间互相评价教学成果；也可以利用网络平台进行问卷调

查、优秀作业评选等方法，综合多方力量与建议，推动教学

优化 [4]。

5 创新改革的继续思考

课程的创新改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不断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学团队根据对课程

改革创新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5.1 线上资源的丰富性和针对性
现阶段所提供的线上学习资源来源、内容和形式都比

较局限，应多挖掘适配的线上学习资源，并且应根据课程特

点，录制完善典型知识点的微课视频，设计编写完成各类

预习检测、复习检测以及设计训练的题库，完善相关线上 

资源。

5.2 考查方式多样化与考查内容选择性并重
由于该课程授课班级主要为建筑学和城乡规划两个专

业的学生，所以，在注重考查方式多样化的同时，也应该根

据不同专业的特点，提供不同的研究范畴、研究主题、研究

对象，以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

5.3 针对学生特点，构建“个性化、双渠道”的培

养模式
“个性化”指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方向、难

易程度的考查题目，制定个性化培养计划。“双渠道”指课内、

课外双渠道，打破传统的课内教学的模式，学生还可以利用

“虚拟仿真实验室”开展课外实践创新活动，将学生课外渠

道的实践创新活动也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之中。

5.4 依托实体环境和数字化技术，设计课外实践活动
环境心理学的研究是离不开实体环境的，所以在教学

中应积极尝试组织学生进行基于实体环境的课外调研活动，

同时将各类数字化技术应用其中，丰富课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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