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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是自动化专业一门多学科交叉的专业课程，知识覆盖面

广。针对高校专业课程传统“填鸭式”教学现状，为加快新工科体系建设，采用成果导向教

育（OBE）理念进行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以能力输出为导向设计新课程目标，立足落实培养

目标进行课程教学设计，注重教学过程多维度考核，通过教学反馈闭环建立持续改进机

制，以期望从目标到教学的反向设计，从教学到评价的正向实施，形成以学生为中心、以能

力产出为精髓的持续改进的新课程体系。

揖Abstract铱"Machine Vis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multi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automation majors with a wide range of knowledge. In view of the traditional "cramming"

teaching statu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newengineering system, theconcept of instruction-oriented education (OBE) is used

to explore the curriculum reform.Guided by the ability output to design new curriculum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ining objectives for curriculum design, focus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the teachingprocess, through the closed loop of teaching feedback

to establish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mechanism, in anticipation of the reverse design from the

goal to the teaching, from teaching to evaluation The posi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curriculum

systemwith student-centered, ability-output as the essenceandcontinuou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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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人工智能范畴最重要的前沿分支之一，机器视觉在

诸多领域不断得到应用，从工业生产到社会生活处处可见。结

合无锡以及苏南地区智能制造产业布局和相关企业需求，《机

器视觉与人工智能》课程被纳入本院自动化专业 2018 级人才

培养方案。新课程将面临着课程目标制订、教学环节设计、学

生能力培养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等迫切问题。2017 年，教育

部高教司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和实践的通知，经过相

关讨论形成了北京指南、复旦共识等新工科指导意见[1]。随着

专业工程教育认证的推行，推进《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课程

教学改革，遵循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输出为导向的持续改进

的教学理念，突出学生知识、素养、能力三维度的教学目标是

当前实际教学活动亟需解决的问题。围绕上述问题，在新工科

新工科背景下《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以无锡太湖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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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 OBE 理念的《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课程教学设计一览表

模块 内容 教学方法 学习成果

第一模块
基础概念

机器视觉基本概念、系统组成及发
展趋势；
HALCON概述；
数字图像处理概论

教师讲授、
小组讨论、
观看视频、
翻转课堂

综述调研作业材料、
课堂讨论

第二模块
数字图像处理

图像数字化；
数字图像运算、增强、分割、匹配；
图像形态学

教师讲授、
案例教学、
小组讨论、
观看视频

作业材料、
课堂讨论、

案例分析报告

第三模块
HALCON图像处理工具

HALCON图像处理基础编程；
HALCON数据结构

教师讲授、
案例教学、
小组讨论

HALCON程序设计报告、
作业材料、
课堂讨论

第四模块
HALCON相关实例和算法

字符分割识别；
条形码识别；
去雾算法

翻转课堂、
项目教学、
小组讨论

项目综合报告

背景下，本课题以 OBE教学理念为指导，确定《机器视觉与人

工智能》课程教学改革思路，以学生能力输出为导向，重新制

订课程目标、教学体系和评价机制，提升整体教学质量。

2 OBE 理念驱动的《机器视觉与人工智

能》课程教学改革思路
OBE教学设计者在进行教学设计前需要明确 4大核心问

题：希望学生取得什么成果？为什么让学生取得这些成果？怎

么有效帮助学生取得这些成果？如何知道学生已取得这些成

果？这里的成果是学生通过一段学习后所能达到的最大能力。

《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作为自动化专业 2018 人才培养

方案新加入课程，传统课程教学理念不再适用新工科背景的

教学活动。首先，传统教学目标是以教学内容掌握情况为依

据，教师是教学中心，强调知识传授，导致学生无法学以致用；

其次，学生成果评价过分依赖期末考核，忽略了对学生能力的

过程评价；最后，教学质量监控缺少“闭环”，没有建立有效的

持续改进机制。针对上述挑战，本课题以 OBE理念为核心，确

定从课程目标、教学设计、评价机制 3 个方面对《机器视觉与

人工智能》课程进行改革，覆盖了 OBE 理念提出的 4 大核心

问题。

3 反向设计，正向实施原则下的新的课程

目标
OBE实施首先要确定学习成果。最终的学习成果既是终

点，也是其起点。新的课程目标设置应遵循反向设计原则，聚焦

学生的自我需求和社会需求，由需求决定培养目标，从而确定

课程培养目标，再由课程目标正向实施设计课程教学，充分调

动学生内驱力，强调成果导向。引入教学评价成为教学过程一

部分，通过全过程考核，实现对学生过程的管理、引导和评价。

根据自动化专业历届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分析，超过

80%的用人单位从学生个人品质和专业能力双方面考查毕业

生。因此，专业人才培养需覆盖学生的个人素质和专业素质两

方面。参照无锡太湖学院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本文将

《机器视觉和人工智》课程目标细化为知识目标、素养目标和

能力目标 3 个维度，实施过程中根据学生个人、社会和专业需

求，结合教学评价反馈动态调整。7个新课程目标将与教学内

容、教学环节和教学评价直接关联，为课程的目标达成度评估

提供依据，进而构建持续改进的闭环机制。

4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教学设计

课程教学设计要根据课程目标有针对性的展开，OBE核
心理念依旧离不开因材施教，围绕学生要获得怎样的能力和

素养开展教学，设计多样的教学方法，通过培养学生兴趣，达

到提高学习效率的目的[2]。

《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课程选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刘国华主编的《HALCON数字图像处理》作为教材。根据

教材结构，将本课程内容分为 4 个教学模块，每个教学模块与

课程目标都有清晰的映射关系，保障学生每一项能力输出都

有明确的支撑模块。在课程目标指引下，确定每个模块的教学

方法和学习成果形式，表 1展示了每个模块的教学设计内容。

4.1“灌输式”向“对话式”转变的翻转课堂引入

翻转课堂是一种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以学习者为中心，将

数字化融入教学过程的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逆序

创新[3]。《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课程内容覆盖面较广，从机器

视觉系统到数字图像处理，再到人工智能，多学科交叉，清晰

地认识这些内容关系十分重要。为了方便学生对课程的理解，

不仅需要老师课堂的引领，还要求学生根据老师课上提出的

问题进行课后调研、查找资料或观看视频讲座等，以课堂上讨

论的方式进行学习，将传统单向灌输的知识对话课堂转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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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向交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角色。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将所

学理论知识贯通起来，开放式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了解到课

内学时无法覆盖的信息，丰富了学生的知识面，更培养了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与沟通交流能力。

4.2“知识课堂”向“能力课堂”转变的项目教学

引入

在《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课程教学中，HALCON 相关实

例和算法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课堂

讲解、分析为主，老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听，无法保证学生能力

培养目标。为了培养学生解决工程问题能力，本课程引入工程

实际问题，如字符分割识别、条形码识别等，作为项目研究课

题，以“基于项目的教学”为手段，建立在真实世界的产品和系

统的“构思-设计-实现-运行”过程上的工程教育思想。教学

班级以小组为单位，至少 5 人一组，针对项目需求，小组成员

自行分工，推选团队负责人，以工程思想为指导，进行项目需

求调研、总体方案设计、可行性分析、方案软、硬件选型和设计

开发、运行验证，最终形成完整的项目综合报告。项目研究实

施过程中，需要学生能够查阅文献分析工程的关键环节和参

数，综合应用机器视觉、图像分析、人工智能等知识，结合相关

工程软件进行仿真验证，提出优化方案。通过项目教学，学生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便可以得到提升。

5 构建多维度评价机制，形成持续改进闭环
传统的教学评价方式过于单一，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关联

不清晰，过分依赖期末评测成绩，无法多方位衡量学生能力输

出成果，也无法衡量课程目标达成度。教学组一改传统“平时成

绩+期末考核”评价方式，采用匹配课程目标的多维度考核，加

大过程考核比重，确定如表 2所示的课程目标达成度综合表。
6 结语

本文将 OBE 理念应用到《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课程教

学改革中，结合新工科背景下能力输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需

求，从知识、能力、素养三维度对课程教学目标、教学设计、评

价体系进行了改革，通过多渠道反馈方式，构建教学闭环系统

形成持续改进机制，使得课程教学能够与时俱进，适应本校自

动化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在未来教学过程中，笔者将以此教学

设计指导教学实践，并加以完善，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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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课程目标达成度综合表

评价依据 评价指标 所占比重（%） 评价人员

综述调研作业材料；案例分析报告
综述准确精简、覆盖面广而有条理；案例报告分析条理清
晰准确

10 教师

课堂讨论；项目综合报告
团队分工明确，合作意识好，且观点表达明确；项目报告
中工作内容充分且内容条理清晰

10 项目组

综述调研作业材料；课堂讨论 综述中针对机器视觉内容调研充分，条理清晰 10 教师

作业材料；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报告 作业完成质量高；案例分析报告条理清晰且结果可复现 20 项目组

综述调研作业材料
综述中针对人工智能以及与机器视觉的关系调研充分，
条理清晰

10 教师

HALCON程序设计报告；作业材料
作业完成质量高；HALCON程序设计报告条理清晰且结
果可复现

10 教师

项目综合报告 项目报告完备，文字精简有条理，且方案可实施 20 项目组

期末考核 期末试卷考试情况 10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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