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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y of vocational graduates,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nglish 

teaching based on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takes vocational English practical skills as the core, and in the 

project design process, the typical work tasks in actual workplace are used as curriculum projects.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unit test and the curriculum project, the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self-control of learning have been improved. It is a breakthrough and surpass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method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students’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skill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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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提高高职毕业生的职业英语能力，基于“学习产出教育”的高职英语教学改革以职业英语实务技能

为核心，在项目设计过程中将实际工作中典型的工作任务作为课程项目，项目及单元测验作为成果的

定性和定量测量，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对学习的自我控制，是对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

突破与超越，有利于学生的认知、情感和技能目标的均衡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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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

在北美教育界逐渐流行，美国学者 Spady W.D.在《基于

产出的教育模式：争议与答案》一书中对此模式进行了

深入探讨,该教学理念是指首先系统分析要实现的学习

产出，再根据此结果反方向设计教学的实践过程，并辅

助相应的评价体系。“OBE 是一种清晰地聚焦和组织教育

系统，使之围绕确保学生获得在未来生活中获得实质性

成功的经验。”该教育理念关注教育的四个本质性问题：

一、学生的学习成果如何？二、为何要取得如此的学习

成果？三、如何有效帮助学生取得？四、如何证实学生

已经完成此学习成果？在此教育理念指导下，学生自身

和教师更关注学习产出，从而运用其自身的动力驱动课

程活动。 

 

2. 基于“学习产出教育”的高职英语教学 

笔者所在的大连某高校的高职毕业生大多从事计

算机和软件开发等工作，对于工作环境中的英语使用要

求较高。在 OBE 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高职公共外语教学

方面展开了相关的改革：更侧重教学设计和实施目标的

一致性，重视学生通过系列学习最后所产生的学习成果

的测评，强调教育的实用性，语言的实际应用性，以实

际产业界的具体岗位需求作为公共英语教育的目标。 

在该体系中，四个学期每个学期都设置了不同级别

的课程项目，大一两学期主要为单元项目，大二两学期

则多为单元组项目，复杂程度和语言技能等语言的应用

性都有所提升。学生通过学习获得英语语言知识的输入，

在完成项目和展示的过程中实现了语言应用技能的展

示及能力提升，学期中不同单元项目之间相互补充和支

撑。为了配合课程实施，衡量学习效果，课程组建设了

课程相关的案例库、项目库、项目教学成绩评定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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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教学课堂评价量表，并定期收集、存档学生成果。

案例库适时更新，选取世界前沿的 IT 公司的相关业务

展示为案例，兼备大连软件园，特别是该校毕业生所工

作的目标公司的相关部门业务流程，让学生兴趣点和务

实性两者兼具，能充分地投入项目，完成项目。 

除了项目具体的评价手册和评价量表外，为了定量

测评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高职公共外语课程组利用大

学英语测试系统建设了近百套试卷，用于学生平时作业

和单元测验，分数直接计入形成性考核成绩，对于学生

的英语水平和技能应用进行量化测量。终结性考核实施

的是教考分离，利用大学英语测试系统完成线上测试，

考察学生的职业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在课程组老师的共

同努力下，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

的主导作用，以项目活动为载体，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实

践，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高职

英语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具体如下： 

2.1. 有层次有梯度的课程体系设计 

在 OBE 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以职场实际应用为导向

基于项目教学的高职英语课程体系实现了基础+职业化

的教学目标：首先通过基础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英

语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在此基础之上，项

目式教学设计在课程的内容和形式中，创设职场情境，

提升职场英语应用能力，进行职业英语学习，拓展职业

英语知识，学习职场英语沟通技能，打开进入职场通道，

设计出一系列的从适应企业文化到职场沟通以及跨文

化交际技巧等系列的单元项目和单元组项目，通过有效

的项目实施提升学生职场英语应用能力，为将来就业奠

定基础。高职 A 班的同学在大二下学期还开设了“IT 英

语”“嵌入式行业英语”将职业英语与专业英语相结合，

进一步提高了高职学生的综合英语应用素质。 

2.2. 多元化职业化的教学内容与资源 

在 OBE 教学改革的理念指导下，高职从传统的基础

英语教学向职业英语教学过渡，高职英语教学内容逐渐

实现多元化、职业化。在教学内容上突出职业英语的特

色，重点培养学生的听说及应用能力，通过“做中学，

学中做”进行职场英语项目实践，从而真正体现高职英

语教学的特色，培养具有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的复合型人

才。 

在教材应用方面体现出了“校本化”特点。目前高

职院校使用的英语教材大多国家统编材，内容围绕着基

础性阅读展开，辅以词汇，语法，翻译，写作等练习，

过于强调基本功，与专业课之间没有知识上的衔接、联

系与渗透，又没有行业特点，不能适应社会岗位对英语

应用能力的要求。而该校高职学生在大学一年级学习期

间使用的是自编教材应用型 IT 教育系列教材《简明英

语》，其主要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基础英语能力和日常表

达能力。经过一年的学习，大部分学生在英语基础知识

掌握和基本能力方面有了较好的提升。在二年级的英语

教学中，考虑到学生对专业化的要求，课程组选用了一

套适合高职学生使用的教材《新职业英语》，其基本满

足职业性，泛行业性的要求。这本教材以“工学结合、

能力为本”的职业教育理念为指导，以培养学生在将来

工作中所需要的英语应用能力为目标，在帮助学生打好

语言基础的同时，重点提高工作过程中的英语交际能力，

体现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实用性。 

2.3. 引导学习主动性的教学实施 

大多数高职学生在学习习惯和学习动机方面表现

不佳，多数同学英语基础相对较弱，针对这样的现象，

项目组打破传统英语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

受为辅的教学模式。采用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产出为

导向，以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为形式，以实用性为目标

的教学模式，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引导学生主

动参与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通过完成单元项目实践和单元测验的形式，使学生

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整个教学环节中，且更清晰认识

到英语学习与未来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提高学生

学习兴趣，将英语学习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基于网络的碎片化学习为高职

英语教学提供了新思路。利用校园无线网络、智能手机

设备、移动应用客户端搭建出新型学习平台，如大学英

语测试平台、智能写作评价系统、讯飞口语训练系统等，

使学生随时随地地强化英语训练，并且通过移动新媒体

和教师、同学沟通，交流学习心得，讨论学习中遇到的

问题，实现自由独立的自主化学习，充分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升学习效果。 

且课程组设计了大量的“学生支持”活动，将教学

延伸到了课外。通过英语角、对话世界文化活动、大学

生英语学习互助中心等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拓宽

文化视野。通过鼓励与指导学生参与多项学科竞赛，提

升学生自信心和实际操作能力，为学生增加核心竞争力。 

2.4. 高效多维的教学评价 

基于 OBE 教育理念，以“单元项目”和“单元测试”

为产出的英语教学较好地解决了传统教学中理论与实

际应用相脱离，所学知识与学生专业相偏离的弊端。通

过完成与日常生活及职业相关的单元项目，学生能够切

实提高语言的应用能力，体现了高职英语教学的目标。 

基于 OBE 教学理念，为检验学生真实的英语应用能

力，课程组基于课程教学目标利用大学英语测试系统建

设了近万道试题，涵盖职业英语中听、说、读、写、译

多模块、多层次的试题体系。建设试卷四百余套，考试

过程采用多套试卷横向组合，且试题顺序打乱的方式，

保证了试题内容与教学要求一致，考试形式丰富实用，

且考试结果公正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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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定制修改，不断完善，课程组形成了较

为合理的项目成果评价体系。对于学生的项目实施过程

和展示结果、教师项目教学课堂实施进行全面系统的评

价，评分较为合理，教师评价中肯详尽，让学生在项目

完成之后不断反思，实现学有所用，学有所成，对于项

目化教学起到了良好的支撑作用。 

2.5. 对师生发展的可持续性支持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课程组注重教师培养和课程实

践用以提高教师的教科研能力。教师本身的教科研能力

对学生培养有着巨大的影响，为提升教师对前沿教学理

论的敏感度和教科研能力，课程组定期组织教师进行教

学研讨，参加科研讲座，分享前沿教学理论，交流教学

经验。同时，为确保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课程组基于

日常教学实践，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全国高校外语教学

大赛”、“教学之星大赛”等各类大赛，进一步提升教

学水平。 

通过多年的项目化教学实施，高职同学的职业英语

综合应用能力稳步提高。在高职高专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中，学生成绩也逐步提升。高职毕业生在外企就职越来

越多，且职位和薪资也逐年递增。通过基于 OBE 的项目

化教学的培养，高职学生在英语口语，英语写作和全国

大学生英语竞赛方面收获多项奖项。 

3. 结论与反思 

总之，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的高职英语教学改

革以满足高职教学要求、学生发展需要、企业真实需求

为主要目标。实施了“主动实践”式的课堂教学模式。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打破传统课堂教学中师传生受的旧

框框，改变知识的单向传播，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

习态度，强调竞争与合作学习，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实践。

通过主动实践，学生的质疑力、观察力、协同力、领导

力等多种素质都能得到很大提高，大大增加学生今后取

得创新成果的机率，提升了学生未来的核心职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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