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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BE理念的任务驱动型设施规划
与物流分析课程教学方式研究

周世宽，王万雷，杨静萍，赵 月，林 怡，高天一，龙飞飞
（大连民族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摘 要]指出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课程的工程实践性较强，对课堂的教学模式有较高的要求。通过分析课程

特点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OBE教学理念，以产出成果和能力达成为目标，重组课程知识体系，提出了一种任

务驱动型课程教学方式，最终实现“做中学、学中做”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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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strong engineering practicality of the facility planning and logistics analysis course

pose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its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its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he OBE teaching concept, aiming at certain achievement and ability output, and through restructuring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course, we put forward a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and finally realize a virtuous circle of learning by and while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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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是工业工程专业一门重要

的专业课程，也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涉及各类

工业设施和服务设施的选址、规划、设计和改善。旨

在培养学生对生产现场的问题发现、分析和解决的

初步能力，以及对企业设施及方案进行规划、设计、

评价和改善的能力。该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分析

性、综合设计性和工程实践性，对课堂的教学模式有

较高的要求。

在传统的课程教学过程中，一般采用教师课堂

讲授、学生听课记录的方式，是“知识传授”与“被动

接受”的模式，而当前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状态较之以

往有很大不同，存在目标不明确、态度不积极、学习

热情不高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探索一种有效的教

学模式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目前，国内的很多教学工作者在该课程的教学

改革方面做了一定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比喻教学

法[1]、沙盘教学法[2]、案例教学法[3- 5]、校企合作教学

法[6-7]、科研项目驱动法[8]、软件仿真法[9]等教学方法。

文献[10]提出了基于建构主义教学思想和KAQ人才

-- 114



齐鑫物流教育

培养模式的教学方法，文献[11-12]基于CDIO工程教

育理念进行了教学改革。在借鉴以上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本文结合课程教学特点，分析了课程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融合OBE教学理念，提出了一种基于OBE

理念的任务驱动型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课程教学方

式，以任务为驱动，以校企合作为支撑，以仿真技术

为手段，以产出成果和能力达成为目标，重组课程知

识体系，在确保课程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进行课程教

学内容、教学模式、考评机制等全方位的改革探索。

2 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课程特点分析

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课程以设施选址、企业物

流系统分析及系统布置设计、搬运系统分析设计、物

流仓储及配送系统设计为核心内容，综合运用众多

的知识点、方法和工具等，提出可行的设计方案。如

图1所示。

图1 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课程特点

在方案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调研分析相关

业务流程，熟练运用相关方法和工具技术，这是个繁

杂的过程。单纯在课堂上讲授这些课程内容，既枯

燥又难以深入理解。同时，学生对设计任务的积极

性、设计方案的优劣、与实际业务需求的契合程度以

及方案的可用性等都对课程的学习效果和学生能力

的培养产生很大影响。

3 基于OBE理念的任务驱动型课程教学
设计

在OBE教育理念中，学生的学习结果和效果尤

为重要，更为看重的是实现学生特定的学习产出。

因此，必须对学生通过该课程应达到的能力及其水

平有清楚的构想，设计适宜的教学模式来保证学生

达成这些预期目标。

在课程教学中，要打破按教材章节顺序逐一讲

授的传统模式，适当加强综合性的实践教学环节比

重，以“任务驱动”的方式，依据知识、能力、素质三维

一体化要求重组课程体系。以课程任务为主线，以

课程知识点为基础，以仿真技术为手段，以过程管理

为保障，以能力目标为牵引，通过企业情境、团队协

作、沟通交流、虚拟实现和专家评审等方式，提高理

论知识的巩固性，加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完善教与

学的融合性，实现设计思维的创新性和能力的达成

性等。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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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OBE理念的任务驱动型课程

教学方式结构示意图

3.1 课程知识体系

本课程设置的知识点主要包括：物流、物流系

统、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设施规划等的基本概念和

发展概况；设施选址的原则、技术方法、模型、算法

等；工厂物流分析的流程、方法、使能工具等；设施布

置设计的原则、方法、模型、算法及评价等；物料搬运

系统设计的设备、方法、合理化原则等；仓储系统设

计的设备、方法等内容。如图3所示。

通过课程知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明确设施规

划与物流分析课程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课程目标

和技术方法等，为设计和完成课程任务做好理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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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储备，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奠定基础。

3.2 课程教学模式

课程教学模式如图4所示，在课程理论知识点讲

授之前，组织学生划分成3-5人的小组，布置符合教

学要求并与知识点相对应的“任务”，让学生先熟悉

任务内容和要求，并鼓励学生事先查阅相关文献，锻

炼知识获取、凝练、应用的能力；在课程讲授过程中，

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疑惑之处并参与讨论，使学生

主动思考，大胆畅想；在完成任务阶段，学生进行自

我管理，通过分工协作、讨论交流、设计实施、仿真优

化、互评互学等环节，学会“学中做、做中学”，养成自

主学习的习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起到引导、激

励、解惑、调偏、监督和点评等作用，注意提高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锻炼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培

养创新意识。

同时，要注重“任务”和解决方案的更新和积累

工作，建立任务案例库。在开课之初做好“任务”的

设置工作，“任务”要有代表性和新颖性，“任务”间要

有关联性和系统性。

针对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课程实践性强的特

点，结合本专业实践基地

某汽车制造企业的实际

情况，以企业的典型零部

件生产或装配过程中的

实际工程问题为研究对

象，凝练并积累设施选址

类、物流分析及物料搬运系统设计类、系统布置设计

类、仓储与配送系统设计类任务案例。学生在完成

任务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仿真软件对任务进行建模

仿真，分析并找出方案的不足之处，并优化设计方

案，最终提交设计报告并答辩。以此培养学生应用

专业知识及现代技术工具对企业设施及方案进行规

划、设计、评价和改善的能力，以及对工程实训及工

程项目的分析、设计等过程进行文档的撰写、整理和

表达的能力。

3.3 考评机制

在本课程的改革中，建立“自评互评点评”相结

合的综合考评机制（如图5所示），除了教师的过程

点评和最终点评之外，还要充分发动学生共同参与

评价。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小组内成员间要进行

自评与互评，作为学生个人评定成绩的依据；在答

辩环节，各小组间要进行互问与互评，作为小组评

定成绩的依据之一。这样既确保了学生间的相互

激励与监督，也锻炼了学生发现问题、持续改善的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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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任务驱动、仿真优化等方

式，探索了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课程的教学改革。

通过改革后的课程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参与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和实践创

新的意识；通过组队分工合作，锻炼了学生的沟通协

作和人际交往的能力；通过分析设计，锻炼了学生运

用基本知识进行问题分析、建模仿真和改善优化的

能力；通过方案答辩，锻炼了学生组织表达、沟通交

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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