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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ion signal automatic control is a core course of rail transit signal and control major,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icated 
theoretical knowledge, strong logic and systematicit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 skill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ositioning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teacher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for the course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of a series 
of targeted reforms, so that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acquisition, competency development, engineering thinking and 
value formation. Alth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BE concept into the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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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车站信号自动控制是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具有理论知识繁杂、逻辑性和系统性强等特点，且
对学生的知识架构以及应用技能的培养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为了实现该课程的定位目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基于OBE
理念针对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使学生在知识获取、能力培养、
工程思维和价值观念形成等方面均有所提高。尽管将OBE理念引入教学实施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该体系的建设还有待
于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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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BE 教育理念概述

OBE 理念肇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一种基于学习产

出的以教学成果为导向的教育模式 [1-3]。OBE 教育理念的核

心要旨就在于架构起可以有效支撑学习主体满足毕业要求

的课程体系，以此来实现由知识传授转变为能力培养。同时

还需架构起针对学习主体的培养过程与培养结果的全面性的

OBE 质量监测体系，并以此为依托，保障学生达到预期的

毕业要求，即紧密结合逆向设计与正向实施，重构课程设置

与教学计划，基于此，最终建构起“制定学习产出目标—实

现学习产出目标—评估学习产出水平”这样一种全流程性的

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的逻辑闭环 [4]。

2 车站信号自动控制课程教学改革背景

尽管车站信号自动控制的教学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5-8]，但由于这些改革大多建立在传统教学模式的背景

下，因此车站信号自动控制这一门课程在具体的教学推进进

程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一定的现实问题。

2.1 课程定位与轨道交通类人才培养目标二者间的

联系
大连科技学院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的人才培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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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可以具体表述为锚定地方经济，培育具备“工匠精神”“创

新精神”的轨道交通类应用型人才。车站信号自动控制教学

大纲针对本门课程，明确的课程定位可以表述为：确保学生

可以了解并且掌握有关于车站信号控制系统的功能以及应

用前景，理解车站信号控制设备的技术基础理论，从工程的

实际出发，使学生掌握车站信号控制系统的电路基本构成、

工作原理、以及具体的技术要求，确保其可以具备理论分析

与实践应用能力。

除此之外，考虑到该门课程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本专

业学生通过有效学习，可以为后续的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更

为坚实的基础。虽然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以及车站信号

自动控制课程等都已经确定了清晰化定位，但是必须指出的

一点是，本门课程在支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这一层面，还存

在着与执行细节之间的紧密度不足这一现实问题。

2.2 教学内容设置与培养主体能力支撑二者间的关

联性
教学实践之中，专任教师在围绕车站信号自动控制这

一主题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容易忽视如下两个问题：①过于

强调授课知识体系以及内容结构设置的系统性、严谨性，忽

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及岗位胜任力要素。②理论及实践授

课内容并不能很清晰地支撑学习主体应具备的能力点，也是

说学生并不清楚教学内容之中的知识点与教学目标之中的

预期能力二者间所具备的对应关系。

2.3 课程评价与学生能力评价二者间的关联度
基于课程评价的最终结果，可以据此对于该门课程的

教学成效进行评估，然而大多数高校恰恰是在此环节较为薄

弱。针对大连科技学院现有的车站信号自动控制课程来进行

分析，经由数轮课程改革之后，该门课程的评价机制已经转

变为覆盖全教学流程的过程评价方式，提升了评价机制的系

统化程度。但必须指出的一点，即现阶段针对该门课程所实

施的评价方式依旧是以学习效果为主要评价指标，缺乏对于

学习主体的多个维度、多个角度、多个主体的评估。除此之

外，该门课程的评价体系依旧将重点放置于理论知识考核这

一层面，较为缺少对于学生的特定素养、特定能力的评估。

3 OBE理念在车站信号自动控制教学中的应用

在车站信号自动控制的教学过程中，基于 OBE 教育理

念，有效权衡了该门课程的专业培养目标与其他课程之间的

关系，并且据此进一步细化了课程学习目标、课程实施计划、

课程评价体系，提升了相应的针对性与可行性。

3.1 预期车站信号自动控制课程的学习产出
OBE 理念强调学习主体预期的学习产出并且在教学内

容制定前预先确定，课程目标服务于毕业生能力的总体要

求。基于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有目的地调整了车站信号自

动控制这一门课程的教学目标，调整的关键点在于课程目标

与学习产出二者的内在关联，并充分考虑本门课程与其他专

业课之间的协调性与支撑性。

实践中，为了确保制定的学习产出计划更具有合理性

与科学性，笔者对于包括学生、用人单位、行业专家、专任

教师等多元主体提出的诉求进行了充分考虑，制定出了改革

后的车站信号自动控制课程学习产出的预期成果。

3.2 车站信号自动控制的课程改革的具体实践分析
第一，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车站信号自

动控制只有 42 学时的理论课程，授课内容却较为繁杂，因

此在授课内容的编排上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本课程以

杨扬 [9] 主编的《车站信号控制系统》为主要教材开展理论

教学，不过多展开该书中涉及原理性重复的知识点，主要以

15 条线为主线进行相关理论内容的教学。

第二，注重加强与其他课程的关联。轨道交通信号与

控制专业的其他课程实际上都有关于车站信号控制电路的

具体应用，但是却对于电路的工作原理较少或根本不提及，

不利于学生今后在工作岗位上对于相关专业知识的灵活运

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本门课程的教学目标还需对本门

课程的相应知识点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细化与

明确。

第三，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针对笔者所授课的专业

课程的教学实践活动，进一步强化了 OBE 教育理念的应用，

更为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且主要采取鼓励性与引导性的

教学手段，借此来进一步强化与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学

习兴趣。

第四，基于革新教学方法确保实现学习产出。具体来看，

可以在充分应用多媒体设备与技术的基础之上，依托于车站

信号虚拟仿真平台，形成对于学习主体的多重感官刺激，借

此来激发其学习兴趣。

3.3 构建车站信号自动控制课程的评价体系
为了进一步提升学习效果以及达成教学目标，教师还

需要制定出更为适宜的课程评价机制。有鉴于 OBE 教育理

念在评价学习成果方面已经构建起了较为体系化的评价机

制，据此可以基于不同角度与层面切入，具体涉及校内评价、

行业评价、社会评价。与此同时，还针对课程、课堂以及项

目三个层次进行评价，具体评价了学习主体的知识维度、素

质维度、技能维度，并根据以上内容来实现全面评估。基于

此，笔者结合车站信号自动控制课程的实施情况以及 OBE

理念，制定了具体的课程学习评价体系，参见下表 1 中的具

体呈现。

4 基于 OBE理念的教学改革成效

车站信号自动控制课程基于 OBE 教育理念来革新本课

程的教学实践，并且经由 3 年的不断实践与调整，主要获取

了如下几点成效：

①在进行专业课程讲授前发布课程定位与课程教学目

标，使得学生可以明晰自身所需达成学习目标以及本门课程

对于提升自身的职业竞争力与岗位胜任力所具有的支撑作

用，有助于提升其学习兴趣与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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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具体来看，该门课

程的均分已经由 65~75 这一水平提升至 72~80 这一等级。

③通过小组讨论与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

团队合作意识与团队协作能力。与此同时，在课程评价体系

中引入了学生互评机制，特别是针对小组作业中的团队成员

内部的互相评价，不仅可以提高团队活动的参与度，还加强

了团队之间的协作。

④车站信号控制原理的扩散性更强。车站信号控制原

理涉及车站、区间以及列车等部分之间的联动控制，课堂上

不局限于车站一个应用环境，使得车站信号控制原理的应用

范围有所拓展，提升了其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联性。

5 结语

车站信号自动控制作为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的专

业核心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中国的一部分

高校还结合新形势、新要求对该门课程教学进行了革新。基

于这一现实背景，论文紧密结合笔者自身在教学实践以及专

业工程认证过程中所开展的教学改革经验，基于成果导向教

育理念，将其与车站信号自动控制课程进行紧密结合。在几

年的努力中，进一步提升了该门课程的目标定位的准确性、

执行性与可操作性，并且也使得该门课程的评价方式更为客

观化。然而，为了确保在更深层面上将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引

入到车站信号自动控制的教学中，还需要在以后的教学实践

中进行更加系统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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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车站信号自动控制课程学习评价体系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权重（分） 改进措施

理论知识考核

知识：回忆已经学习的知识内容，如清楚各继电器电路图中的各个接点作用。

理解：具备把握知识材料的能力。如能根据具体情境将多种继电器组合起来使用
15

综合应用：将课本中的理论知识应用于新环境之中。如根据已学知识复述 6502 电气集中系统

15 根线的控制过程
15

实践能力考核

简单指令：能够在控制台上进行简单的操作 5

复杂指令：能够根据现场背景进行多步骤的自主操作 5

故障分析：技能的高发展水平，学习者可以在对自身动作模式进行调试与调整的基础之上，确

保与特殊的设施或者具体情境的需要相匹配
10

创新能力考核
创新：通过创新动作来确保与具体情境相适应与匹配。如可以基于所学知识提出优化的控制方

式，提升车站的控制效率
10

过程考核

出勤：到课率 5

表现：课堂的发言、讨论以及组织纪律等方面 10

课后任务：所布置的课后任务完成情况 15

学生互评：针对小组任务中表现出来的组织领导能力、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团队合作能力等

进行评估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