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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目标问题导向式”课程教学模式形成和实践历程

本成果有效解决了如下课程教学“痛点”问题：

一是“改变”教师。解决了因缺乏有效的课程教学模式，教师进

行课程教学改革动力不足、成效不高的问题。

二是“改变”课堂。解决了课程教学过程游离于育人目标要求之

外，教学内容、教学活动与育人目标要求剥离，存在两张皮的问题。

三是“改变”学生。解决了课程教学未能激发学生主动探究学习

的意识，未能强化学生思辨能力养成，未能促进学生有效地学的问题。

二、成果主要内容

创新提出“教必蕴育 育必铸灵”教育教学综合改革思想（已查

新：国内未见），构建目标问题导向式课程教学模式（已查新：国内

未见），在学校石油化工类课程深入实践，并推广到全校课程和国内

部分高校应用，获得学生获奖、课程建设、专业建设、教师荣誉等一

批成果。针对如上课程教学“痛点”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如下。

（1）立意：提出改革思想，引领教师主动改革

提出思想，触发教师投入。以“教必蕴育 育必铸灵”教育教学

综合改革思想为指导，创新建构目标问题导向式课程教学模式，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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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通过举办专题研讨会、交流会、分享会 100 多

场次，累计 5000 多人次参加，以广泛研讨达成共识、实现理念认同。

创新机制，保障改革动力。通过支持教师开展目标问题导向式专

项教学改革 300 多项（其中 56 项获省级立项）、制定课程教改工作

量激励机制、职称评审改革向教改倾斜等措施，确保改革整体性和有

效性。

（2）立行：目标问题导向，变革石油化工课堂

深化目标问题内涵。课程教学不能仅从知识出发，更要从引发思

考、激发兴趣、培养思维、启迪智慧、内化价值的高度进行教学目标

问题地设计。针对石油化工类课程知识点复杂、工艺抽象难懂、实践

经验性强等课程教学痛点，将基本概念、简单原理、关联交叉学科基

础知识列为基本问题；以概念、原理、工艺串联成知识体系凝练为重

点问题；由基本概念原理与其他学科交叉升华为难点问题；结合企业

工程案例和生产实践，提炼实践问题；用活生产问题和学科前沿提出

拓展问题，自然融入课程思政，将“知识链”转化为“目标问题链”，

如图 4 示例。

图 4 五类目标问题应用及设计示例（以粘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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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目标问题导向。用目标问题组织教学，打造思辨课堂。课前：

教师将给出答案的基本问题线上推送给学生预习，课前进行线上测

评。课中：用 45分钟（一节课）讲解能体现知识体系的可涵盖重点、

难点、实践的若干问题；再用约 30分钟组织讨论目标问题；最后用

约 15分钟汇报交流。课后：学生继续完成实践/拓展目标问题。针对

石油化工类课堂教学痛点，教师以目标问题为牵引，结合五类目标问

题辅之以思政案例库、思维导图库、实践问题库（VR 视频库）、生

产问题+学科前沿资讯拓展库、慕课视频库以及各类实验实训平台，

实现基础+前沿、理论+实践、课程+思政、学+悟的“金课”课堂变革，

见图 5。

图 5 国家一流课程《石油炼制工程》目标问题导向式课程教学示范

（3）立效：运用目标问题，促进有效地教与学

引导教师有效地教。通过围绕目标的问题设计，促进教师跳出教

材思考教学，以更宽广的视野重塑课程体系；利用思维导图讲解由基

本问题升华而来的重点/难点/实践/拓展问题，促进学生养成有效的

思维习惯；打造思辨课堂，强化学生思维能力提升；通过引导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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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讲解、组织讨论、专题辅导、课后拓展等教学过程，让新技术、

新知识、新方法走进课程，以目标问题导向促进教师有效地教。

激发学生有效地学。用逻辑递进、逐级提升、延伸拓展的五类目

标问题促发学生学习主体意识充分觉醒；从课前预习、自学到课间听

讲、讨论、汇报到课后实践、拓展，让目标问题既保证所有学生达到

课程基本目标，又兼顾部分学生个性化发展诉求，形成人人都有“动

动脑能解决”的问题、“跳起来摸得着”的目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以目标问题推进专业与通识、思考与实践、传承与创新、做事与做人、

课程与思政、教书与育人渗透融合，强化启迪学生智慧，促进学生有

效地学。见图 6。

图 6 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目标问题思维导图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