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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高等教育的趋势为能力主导型。近年来，OBE 教育非常强
调能力培养，美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要求工程专业毕业
生必须具备 11 种能力；加拿大规定参加认证的高校专业必须
展示毕业生的 12 条能力；日本 OBE 认证标准要求学生应具
备 8 点能力；而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2015 版）提出工
程专业毕业生必须达到 12 个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1，2]。但是，一个人的“自我”就像一座冰山一样，我们能看到的
只是表面很少的一部分———行为，而更大一部分的内在世界
却藏在更深层次，不为人所见，恰如冰山。因此一个人的能力
包括冰山上端的显性能力和冰山下端的隐形能力，隐性能力
不易被发现、被测量，但其对个人的行为及表现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揭开“冰山”的秘密，人生将会得到改变。在应用型创新
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做到将 OBE 与冰山理论两大理念相结合，
能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能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从
而提高大学生的竞争力和自身发展潜力[3]。

二、能力素质冰山模型 [4]

课题组以电类专业人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OBE 教育能
力要素构成的深入分析，结合现代企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研
究，获知电类专业人才必须同时具备智力型与非智力型的能
力结构，得出基于 OBE 的应用型创新人才能力素质冰山模型

如图 1 所示，本模型的设计基于 OBE 的教学理念，重在培养
应用型创新能力，根据企业、政府对人才的能力要求完成，模
型由浮于冰山水平上的显性能力系统和沉于冰山水面下的隐
性能力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具有相应的二级能力指标，既体
现人才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且具备要素合理、观
测点全面、易于操作、符合实际的特点。

图 1 能力素质冰山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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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能力系统居海平面之上，由应用能力、综合素养和创
新能力体系构成，其中应用能力体系包括设计开发能力、工程
实践能力、专业综合能力、工具运用能力、工程管理能力等指
标，综合素养体系包括人文科学素养、职业道德素养、国际合
作素养、国际视野、信息素养等指标，创新能力体系包括创新
方法、创新意识、创新态度、创新思维等指标。显性能力容易通
过课程学习、实践训练等方式完成培养。

隐性能力系统居海平面之下，同样由应用能力、综合素养
和创新能力体系三部分构成，其中应用能力体系包括工程与
自然和谐相处能力、工程伦理意识、工程意识与动机等指标，
综合素养体系包括系统与战略思维能力、社会参与能力、终身
学习能力、跨文化竞争与合作能力、政策法规解读能力等指
标，创新能力体系包括创新潜力、创新动机、创新特质等指标。
隐性能力系统在校期间不能通过课程学习、实践训练等方式
完成培养，必须通过专项活动设计进行能力激发。

三、能力型课程体系

（一）设计思路
本着“整体协调、综合优化、能力为本、重在创新”的原则，

将能力素质冰山模型中能力培养内容与课程体系接轨，能力
培养的具体内容通过具体的课程或活动来实现，课程体系作
为能力培养的支撑点，重构课程模块，改革教学方法，更新考
核办法，课程体系的设计思路如图 2。

图 2 能力型课程体系设计思路
（二）设计步骤
下面以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为例，将能力型课程体

系的形成过程分为分解、归纳、实现形成四个步骤。

分解：根据能力素质冰山模型中各能力点进行指标分解，
针对这些二级指标的特征和实现要素确定其对应的课程，使
每个能力点都获得相应的课程支撑，图 3 为能力点的课程支
撑体系设计框架。

归纳：归纳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能实现的能力点培养，并
细化到各知识模块，设计这些知识模块的教学方法，有意识地
开展能力型教学，图 4 为各课程的能力要素构成。

图 4 课程的能力要素构成
实现：根据能力的课程支撑体系和课程的能力要素构成，

设计能力的实现方法、课程的学习环境、各知识模块和能力二
级指标的权重、设计评价体系，产生能力链路图，从而将能力
的培养贯穿到课程教学中。图 5 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学生设计开发能力链路图实现框架。

图 5 设计开发能力链路图实现框架
形成：形成课程矩阵，得到重构后的能力型课程体系。

（三）课程体系
能力型课程体系见表 1，新体系充分体现在教学过程中

的能力培养过程、考核评估标准、学习环境差异、新教学方法，
特别强调能力与能力之间的关联性，提出强调关联性特征的
能力要素培养策略，如表 1 所示。

四、能力培养达成度的评价体系

由于本模型包含显性能力和隐性能力，显性能力的达成
可以通过测试或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隐性能力的达成
则很难观测到，本项目将通过非智力测试手段、叙事教学论方图 3 能力点的课程支撑体系设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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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合学生行为表现等要素来研究达成度的评价标准，力求
体现创新性、有效性、准确性，评价标准框架如表 2。

能力培养的各项指标达成度突破以往的等级制，而是采
用非评级衡量方法，即通过评价结论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
成”等方式，这样的评价体系可以更真实反应教学效果，也更
能激发学习的兴趣。

此外，还可以建立学生就业后能力跟踪体系，制订能力培
养的保障体系等，立体式评价学生能力培养的达成度。

五、结束语

OBE 教育和冰山理论的结合改变了当前高校普遍只注重
学生显性能力的培养，而忽略隐性能力在未来事业发展中的
作用的能力培养体系，改变了高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
手段等与学生能力培养相脱节的问题，改变其孤立性、封闭

性、滞后性的研究习惯，使高校更加关注教育的结果和产出，
注重按“能力导向”设计课程体系、配备教师、评价教学全过程
等，为探究怎样在高校开展能力培养提供新路径。

参考文献

[1]景巧玲，韩喜华.高等教育改革中创新型人才培养非智力要
素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7）：107-109.
[2]赵娣，金星彤.我国高等教育能力培养问题探讨[J].经济研究
导刊[J].2014（11）：242-243.
[3]张月玲，王静.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职业能力框架设计[J].山
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2）：61-65.
[4]邹一琴，朱锡芳.基于 OBE 的应用型创新人才能力要素分析
与能力素质冰山模型研究[A].第三届全国高校电气类专业教
学改革研讨会论文集[C].2016，5.

表 1 能力型课程矩阵

表 2 隐性能力达成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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