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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问题导向式课程教学模式创新

及在石油化工类课程的实践

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形成的背景

深入教学改革，改到深处是课程，改到痛处是教师。2012 年以

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在实施教育部卓越计划、国家级特色专业、国

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教育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培育等高级别项目的研究与实践中，尤其是开展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中主动对标“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三大理念，深入

思考“课程教学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为什么教和怎么教”这一根本问

题，高位聚焦石油化工类课程教学中的“痛点”问题，创新提出“教

必蕴育 育必铸灵”教育教学综合改革思想，创新构建目标问题导向

式课程教学模式。

“目标问题导向”既不是目标导向，也不是问题导向，“目标”

与“问题”的逻辑关系是修饰关系，而非并列关系。目标问题是聚焦

育人目标，围绕课程内容体系而设计的教学问题，在实践中通常设计

五类目标问题（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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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问题导向式课程教学模式实施步骤（图 2）：

（1）设计目标问题。依据国家、学校、专业三个层面目标对学

生综合素质的要求，结合课程具体教学内容，融入课程思政、学科前

沿、生产问题、工程案例等，设计教学问题，把目标素质要求融合课

程内容体系，转化为目标问题体系。

（2）用目标问题组织教学。课前：教师推送给出答案的基本问

题，学生自主学习、完成线上测评；课中：教师讲授、分组讨论、分

享交流弄通重点/难点/实践问题；课后：协同探究、延伸拓展实践/

拓展问题，反馈评价推动教师持续改进，促进课程教学有效逼近人才

培养目标。

经过国家级一流课程《石油炼制工程》、省级一流课程《石油化

工工艺学》《化工原理》《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化工安全与环保》

等石油化工类课程的深度实践、示范引领及推广应用，学校课程教学

实现了四个转变：从“以教师为中心（讲）”向“以学生为中心（学）”

的教学模式转变；从“注重共性”向“体现个性”的培养方式转变；

从“注满一桶水”授业者到“点燃一把火”引领者的教师角色转变；

从“被动学习”向“主动探究”的学生行为转变，形成了可操作、可

推广且有示范性的课程教学模式，引起广泛关注。目标问题导向式”

课程教学模式形成和实践历程（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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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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