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OBE理念和工程教育认证
标准的本科培养方案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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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方案修订背景

第十五次教育教学研讨会，提出实施精英教育，培养精英人才

强化本科专业内涵建设，制定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方案，学校决定

制订2016-2020级本科培养方案，其特点：

   强化创新创业教育                                    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

   理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理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

   理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理顺共性要求与个性培养等关系

   优化本科专业的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



 三、大连理工大学培养方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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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连理工大学培养方案体系

1 指导思想

一  党的教育方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二  OBE理念：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

三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和专业补充标准

四  通识教育和大类培养

五  创新教育和实习实践环节



 三、大连理工大学培养方案体系

2 培养方案构成

一 类别或专业名称

二 专业及专业方向介绍

三 培养目标及要求

四 毕业生能力

五 毕业学分要求

七 主干学科

八 专业核心课程

九 专业课程体系及教学计划

十 课程体系配置流程图

十
一 课程修读要求

六 授予学位 十
二

课程与毕业生能力要求对应



 三、大连理工大学培养方案体系

精英教育：是培养英才的一种教育理念和行为模式，强调一种优质的教

育过程，即通过整合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的教师、高水平的学科、高水平

的科研、高水平的管理等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面向全体学生实施高水

平的教育与教学。

精英人才：对民族、社会和未来负有强烈的责任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

质、宽厚的知识基础、突出的能力潜质、优秀的综合素质和开阔的国际

视野，能够成为先进思想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捍卫者和引领

者以及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实施精英教育，培养精英人才

3 培养目标



 三、大连理工大学培养方案体系

毕业生能力是在大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进

一步明确通过本科阶段的培养和训练，本专业的毕业生在

专业基础理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等方面应

达到的水平。要有明确具体的要求，不能空泛，要充分考

虑学科专业优势、特色和社会需求。

4 毕业生能力



 三、大连理工大学培养方案体系

四年制本科专业总学分控制在175学分
五年制本科专业总学分控制在215学分
四年制英语强化班总学分可控制在185学分

学分计算办法：理论课程16学时计1学分；实验课程、体育、
上机、设计等，24学时计1学分；体育课32学时计一学分；集
中实践环节，如工程训练、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等，1个教学周计1学分。学分最小单位为0.5。

5 毕业学分要求



 三、大连理工大学培养方案体系

6 课程体系配置流程图——四年3学期



 三、大连理工大学培养方案体系

建立每一门课程与毕业生能力要求(工程教育认证12条能力)的对应关

系表。设置课程对学习产出的效果（考核环节专门有产出分析）

能力要求1 能力要求2 能力要求3 能力要求4 ……

课程1 ● ●

课程2 ● ●

……

7 课程与毕业生能力要求的对应关系



 三、大连理工大学培养方案体系

7 课程与毕业生能力要求的对应关系



 三、大连理工大学培养方案体系

通识与公共
基础课程

大类与专业
基础课程

专业与专业
方向课程

个性发展课程 第二课堂

8 课程体系



 三、大连理工大学培养方案体系
课程体系 文、法、哲、艺类 经管类 理学类 工学类

通识与公共基础课程

思想政治类 14(课外4)

46.5-52.5

14(课外4)

60-64

14(课外4)

55.5-64.5

14(课外4)

70-74

军事体育类 7.5 7.5 7.5 7.5

通识类 8 8 8 8

外语类 10 10 10 10

计算机类 5 5 5 5

数学类 0-6 13.5-17.5 0-17.5 16.5-17.5

物理类 2 2 0-8.5 8.5

化学生物类 0 0 2.5 0-4

大类与专业基础课程
大类平台课程

25-45 35-40 35-50 35-40
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与专业方向课程

专业课程
27-72

73-96

39-44

68.5-74.5

32-38

62-70

22.5-27.5

57.5-64.5

专业方向模块课程

专业实验、实习、实

训

≥15（艺术类
≥25） ≥15 ≥15 ≥25

毕业设计（论文） 10-15 15 15 15

个性发展课程
个性发展课程 2 2 2 2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2 2 2 2

第二课堂

健康教育 0.5 0.5 0.5 0.5

社会实践 1 1 1 1

讲座、两组学习、劳
动、社团活动等

（课外3） （课外3） （课外3） （课外3）

合计 ≤175（课外≥4）



 三、大连理工大学培养方案体系

 

心智启迪类 人类文明类 社会发展类 科技进步类 人文经典类 其他

艺术与审美 ★ 人类文明史 ★ 社会学 ★ 科学技术史 ★ 中国古典名著导读《红楼梦》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美学原理 中国传统文化 经济学原理 ★ 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 ★ 中国古代诗歌鉴赏 大学生就业指导

美术鉴赏 西方哲学史 管理学基础 物理与人类文明 五经导读 　

音乐鉴赏 西方文化概论 大众传媒与文化 化学与社会 伍尔夫女性主义经典导读 　

社会心理学 中西文化交流史 国际政治与经济 数学文化 柏拉图《理想国》导读 　

西方文学史 大学与人类文明 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生命与进化 《荷马史诗》导读 　

当代艺术 大学与人的发展 　 材料与人类文明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导读 　

雕塑与绘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信息与社会发展 　 　

批判性思维 中外文化经典比较 　 　 　 　

创意写作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概论 　 　 　 　

设计思维与创意 中国儒学与日本 　 　 　 　

批判与创意思考 西方思想经典 　 　 　 　

　 中外建筑简史 　 　 　 　

通识课程 48门



 三、大连理工大学培养方案体系
序号 课程类别

课程
课  程  名  称

课程

编号 属性　

1

超星尔雅通识
教育网络课

12门

100001002y 先秦君子风范 选修

2 100001011y 逻辑和批判性思维* 选修

3 100001014y 中西文化比较 选修

4 100001015y 国学智慧 选修

5 100001020y 西方哲学智慧 选修

6 100001023y 中国哲学概论 选修

7 100001026y 欧洲文明概论 选修

8 100001028y 逻辑学导论 选修

9 100001029y 伦理学概论 选修

10 100001031y 科学通史 选修

11 100001033y 管理学精要 选修

12 100001034y 老子论语今读 选修

13 东西部联盟通识
教育网络课

2门

100001002z 西方文明史导论 选修

14 100001004z 中国传统文化 选修

15
开放课程

通识教育网络课

4门

100001001w 哲学与人生 选修

16 100001002w 魅力数学 选修

17 100001003w 中国文化地理 选修

18 100001004w 中国传统文化与数学物理 选修

在线通识
课程 18门



四、培养方案修订（2020-2024）
指导思想

一 全国教育大会

二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四、培养方案修订（2020-2024）
修订重点关注

一 OBE理念：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

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四 德智体美劳——体育、美育、劳育

二 工程教育认证新标准

五 大类培养、增加通识和基础课程建设
六 本研全部贯通

七 注重创新创业教育、加大实践教学比例
八 新工科



四、培养方案修订（2020-2024）

导师全程导学机制
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通专融合培养机制
课程体系建构机制
教学能力培养机制

校外循环持续改进专业培养目标
校内循环持续改进专业毕业要求
课内循环持续改进课程教学质量

产业链
工程链
教育链
创新链



新工科人才培养：

（1）基于认证标准，以“大工程”为视角，重组与优化工程教育的知识体系，为研究
型大学“工科的新要求”注入新内涵。

培养方案：正确处理科学理论和技术、工程的关系;    
                 合理搭建“通识教育”,“学科大类教育”,“专业教育”                                 
                                 三个课程体系平台;
                 注重通识教育:人文社科、工程伦理、职业道德、                                       
                                       管理科学、法学、金融跨学科知识
                 注重回归工程实践，强化工程训练；
                 注重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

四、培养方案修订（2020-2024）



（2）积极推动大学课程与产业接轨

在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1.0”的基础上，要求每个专业与企业共建共开6门工程实践性
课程，聘请企业专家全程参与专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的制定和评价等环节。

（3）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新机制

      与大型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密切合作，强化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联合搭建协同育人平台，
打造实践“金课”。

四、培养方案修订（2020-2024）
新工科人才培养：



四、培养方案修订（2020-2024）

课程达成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