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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Ｅ 理念导向下路桥专业课程思政
建设模式探究

孙宝芸ꎬ杨亚平ꎬ朱龙殊

(沈阳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以成果导向教育(Ｏｕｔｃｏ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ＯＢＥ)理念为指导ꎬ在确定道

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目标的基础上ꎬ探索路桥专业知识体系

与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相融合的方法与途径ꎮ 从更新教育理念、确定课程思政元素

与专业课程内容深度融合的方法ꎬ构建“多维结合 ＋ ＢＯＰＰＰＳ”的学生主体式课程

思政教学模式ꎬ采用全周期及螺旋式课程思政教学法ꎬ建立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教学

闭环体系等方面对路桥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模式进行了探索ꎬ提出了 ＯＢＥ 理念导向

下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的保障措施ꎬ并指出该教学模式的核心内涵在于建

立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且持续改进的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ꎮ

关键词:ＯＢＥ 理念ꎻ路桥专业ꎻ课程思政ꎻ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０　 　 　 文献标志码:Ａ

　 　 成 果 导 向 教 育 (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ＯＢＥ)理念下开展路桥专业课程

思政建设的本质是以学生为中心ꎬ以学生能

力培养为目标ꎬ在专业课堂上ꎬ通过满足学生

思政学习要求的教学资源ꎬ采用课程思政元

素与专业知识自然融合的教学设计ꎬ进行全

过程评价并持续改进ꎬ最终形成特色鲜明、发
展全面、成果导向、育人成效显著的路桥专业

课程思政教育体系ꎮ 路桥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对于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品格、优秀专业素养、
大国工匠精神、科技报国情怀及时代使命担

当的专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ꎮ
近两年ꎬ课程思政教育工作在中国高校

广泛开展ꎬ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ꎮ 路桥专业

课程也进行了相关的改革工作ꎬ但在路桥专

业课程思政教育中仍存在一定问题ꎬ如教学

手段单一ꎬ课程思政教育方法生硬ꎬ师生课堂

互动环节较少ꎻ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元素融

合性低ꎻ学生学习兴趣激发不够ꎬ学习效果无

从考量等ꎮ 以上问题均影响了路桥专业课程

思政教育目标的实现ꎮ 目前ꎬ如何将 ＯＢＥ 理

念与课程思政教学有机融合是路桥专业课程

思政教育应研究的主要内容ꎮ

一、课程思政与 ＯＢＥ理念的融合

在斯派帝提出 ＯＢＥ 理念后ꎬ国内外专家

学者对成果导向教育模式进行了多年的积极

探索与研究ꎮ 国内在 ＯＢＥ 的发展、改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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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等方面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ꎬ特
别是国内工程教育认证的实施ꎬ对高校课程

的教育目标、教学方案设计、教学方法、教学

条件、教学产出及质量评价等方面的研究都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近些年ꎬ对 ＯＢＥ 理

念的研究热度持续升温ꎬ其研究内容主要集

中在教育教学理念[１ － ２]、人才培养方案[３]、教
学模式研究[４ － ５] 等方面ꎬ但改革实践尚需深

入[６]ꎮ
在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教育中植入以学生

为中心的成果导向教育理念ꎬ主要解决以下

３ 个问题: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最终要达

到什么目的? 为达到此目的ꎬ在专业教学体

系中教师应如何做? 怎样确认学生是否达到

路桥专业课程思政的培养目标? 围绕上述 ３
个问题提出完备的教学设计、有效的实施策

略、科学的评价方法、持续改进的教学模式ꎬ
厚植大学生的爱国情怀与工匠精神ꎬ最终形

成具有认知维度、方法维度、价值维度为一体

的、全过程、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格局ꎮ 基

于此ꎬＯＢＥ 理念导向下路桥专业课程思政建

设模式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ＯＢＥ 理念导向下路桥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模式

二、ＯＢＥ 理念导向下路桥专业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的目标

　 　 ＯＢＥ 理念强调成果导向ꎬ课程思政侧重

教育的过程ꎬ即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融

合价值引领ꎬ将两者有机融合ꎬ将更有效地达

到“三全育人”的目标ꎮ 由此ꎬ路桥专业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的目标是:
(１)改革教育理念ꎮ 将 ＯＢＥ 理念与路

桥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有机融合ꎬ由注重知识

传授向注重能力培养、科学思维训练、科学伦

理教育及德育教育转变ꎻ
(２)建设一支对 ＯＢＥ 和课程思政教育

理念有共鸣、有共识的高水平的双师型、创新

型教师队伍ꎻ
(３)在 ＯＢＥ 理念和课程思政教育指导

下ꎬ完善教学大纲ꎬ改革教学内容ꎬ改进教学

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评价等ꎬ完善路桥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机制ꎻ
(４)构建新型的、融入成果导向及可持

续改进理念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ꎮ

三、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构建

ＯＢＥ 理念指导下ꎬ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教

育在教学模式的研究中需要弄清楚“为达到

这样的目标应怎样做” “如何知道学生是否

达到了这样的目标”两个问题ꎮ 因此ꎬ路桥

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１.更新教育思想观念ꎬ植入 ＯＢＥ 及课程思

政教育理念

　 　 ＯＢＥ 理念强调学习的结果ꎬ核心点是以

学生为中心ꎬ对专业课程知识的需求决定了

课程内容ꎬ课程内容决定了如何进行教学设

计ꎬ教学资源服务相应的课程教学要求ꎬ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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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上向下设计、由下向上支撑的过程ꎮ
近年来ꎬ随着中国不断出台课程思政相关政

策文件ꎬ高校教师团队对课程思政教育的认

知水平有了很大提升ꎮ 但由于目前教师对课

程思政内涵的理解不同ꎬ且习惯于专业课程

与思政教育分隔的传统模式ꎬ对新形势下课

程思政的理解不够深入ꎬ认为德育工作并非

自身职责所在ꎬ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不会把思

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点的结合作为重点ꎮ 新时

代ꎬ高校各专业在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时应强

调教师的育人职责ꎬ强化教师对学生的意识

渗透ꎮ 只有专业教师在思想上重视课程思政

教育ꎬ意识到除了专业知识传授ꎬ传统的美德

教育、吃苦耐劳的工匠精神、优秀的职业道

德、深植的爱国情怀等同样紧要ꎬ才能深入领

悟其要义ꎬ并探索自然融合的教学方式与方

法ꎮ 由此ꎬ教师应改革传统教育思想观念ꎬ深
化思想政治教育ꎬ充分发挥教学名师等示范

带头作用ꎬ树立师德师风典型ꎬ加强对海外归

国教师和青年教师的思想引导ꎮ 通过组织路

桥专业教师系统学习相关课程思政理论及座

谈研讨等形式[７]ꎬ提高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及

素质ꎬ为教师之间互相学习、交流提高教学技

巧提供机会与平台ꎬ建立一支专业素质高、思
政意识强、了解社会发展与需求的路桥专业

课程思政教师队伍ꎮ
２.确定课程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深度融合的

方法

　 　 课程思政元素并非平行于课程内容体系

之外ꎬ而是内含于专业课程之中ꎬ与专业知识

关系密切ꎬ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ꎮ 新

形势下ꎬ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最重要的一

环就是将课程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深度融

合ꎬ主要从 ３ 个方面入手:第一ꎬ专业知识点

角度ꎮ 例如ꎬ在讲解绪论内容时可以把中国

道路桥梁发展历史作为切入点ꎬ让学生深切

感受中国路桥发展的历史底蕴及伟大成就ꎬ
培养强烈的爱国情怀ꎮ 讲解道路工程的设计

时ꎬ强调“生命至上”的设计理念ꎬ尽量减少

事故发生的概率以及提供一定的容错空间ꎮ
让学生深入理解可持续发展的理念ꎬ通过实

例强调如何在设计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ꎮ 第二ꎬ时政热点角度ꎮ 以热点问题为线

索对时政新闻进行系统归纳ꎬ与专业知识相

结合ꎬ解读交通领域最新政策ꎬ让学生汲取知

识的同时对国家近期发展形势有整体认知ꎮ
第三ꎬ专业领域新技术成果角度ꎮ 智能公路、
ＢＩＭ 技术、航测定线、大数据计算等已经成

为路桥建设过程中的常态化工具ꎬ通过在课

堂上演示这些先进技术在路桥建设中的应用

及成果ꎬ培养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ꎬ激发

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ꎮ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

天ꎬ新技术在工程建设中广泛应用ꎬ其案例中

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数不胜数ꎬ相关课程需

对其加以整合ꎬ最终形成专业课程思政资源

库ꎬ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融合ꎬ形成持续改进

的课程教学体系ꎮ
３. “多维结合 ＋ ＢＯＰＰＰＳ”的学生主体式课

程思政教学设计

　 　 在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上ꎬ构建

“多维结合 ＋ ＢＯＰＰＰＳ” 融合的教学模式ꎮ
ＢＯＰＰＰＳ 教学模式的内涵中隐含 ＯＢＥ 理念ꎬ
它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ꎬ由导言

(Ｂｒｉｄｇｅ￣ｉｎ)、 学 习 目 标 (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 前 测

(Ｐ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参与式学习(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后 测 ( Ｐｏｓ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和 总 结

(Ｓｕｍｍａｒｙ)６ 个教学环节构成[８]ꎮ 在课堂教

学前一天ꎬ通过分享课前思考题及优秀微课

资源、视频资源等实现灌输教育与渗透教育

相结合ꎻ充分利用课前 １０ ｍｉｎ、课间 １５ ｍｉｎ
的碎片时间ꎬ通过分享纪录片或名人事迹、歌
曲、名言、时事新闻等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

育相结合ꎻ课堂教学中ꎬ引入道路桥梁发展历

程与成就ꎬ纵横对比ꎬ实现历史与现实教育相

结合ꎻ引入路桥专业工程背景、关键技术、学
科发展等ꎬ因时而进、因事而入ꎬ实现专业理

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ꎻ针对不理解的问

题ꎬ形成讨论小组ꎬ互相讨论ꎬ互相评价ꎬ打破

时间和空间壁垒ꎬ实现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

相结合ꎻ根据课前预习反映出的问题ꎬ查阅学

生知识的薄弱环节及感兴趣的部分ꎬ进行层

次化、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设计ꎬ因材施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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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教学统一性、差异性ꎬ实现共性教育与个

性教育相结合ꎻ课后ꎬ学生通过作业及设计方

案等进行课程内容回顾与总结ꎬ并实时分享

路桥专业相关的实事新闻ꎬ实现阶段教育与

贯穿教育相结合ꎻ利用互联网信息快速传输

的优势ꎬ在班级群中实时分享中国公路建设

的新闻及交通建设伟大成就的相关信息ꎬ让
学生正确认识祖国的振兴与发展ꎬ增强国家

荣誉感及民族自豪感[９]ꎬ实现专业知识与思

想教育相结合ꎮ
在实践教学环节中ꎬ同样应用 ＢＯＰＰＰＳ

教学模式ꎬ实践前了解课程内容ꎬ实践过程中

采用小组讨论定期汇报的形式ꎬ实践后期进

行总结归纳ꎮ 在实践教学中ꎬ一方面注重基

础技能和实践能力的训练ꎬ培养学生的动手

能力、交流能力与合作精神ꎬ另一方面注重专

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训练ꎬ培养学生综合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工匠精神ꎮ 同时ꎬ通
过参与教师科研及工程实践等活动ꎬ激发学

生的科研与创新意识ꎬ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

应用型人才ꎮ
在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创新教学等各环

节ꎬ实现全阶段、全周期的知识传播、价值引

领及思维导向ꎮ
４.采用全周期及螺旋式课程思政教学法

将课程思政教育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始

终ꎬ在教学设计中的每个环节都融入思想政

治内容ꎬ由浅入深地将课程思政元素渗透到

学生的课程学习中ꎬ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专

业课程思政知识框架ꎮ
学习是一个螺旋式上升、不断发展的过

程ꎬ即通过不断地获得知识ꎬ并反复对知识信

息进行整合、反思ꎬ使学习者对理论知识的理

解逐渐加深ꎬ从而巩固已学到的知识并能做

到学以致用ꎮ 实施螺旋式课程思政教学法会

改善路桥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效果ꎬ对
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也能起到一定的保障

作用ꎮ
５.构建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教学闭环体系

ＯＢＥ 理念中最为核心的要素之一就是

逆向设计ꎮ 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改革同样

需要经过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过程ꎬ即遵循

ＯＢＥ 理念中的逆向思维规则ꎮ 根据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的要求ꎬ路桥专业的培养目标可

以分解为专业道德素质、专业素养、工程能力

等 ６ 个方面ꎬ依据培养目标和社会发展需求ꎬ
以问题分析、研究能力、现代工具能力、职业

规范、终身学习等 １２ 条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

进行支撑[１０]ꎮ 学生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工
匠精神、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专业知识的讲

授、实践教育等环节的实施密不可分ꎮ 同时ꎬ
根据就业创业工作成效、综合评价与反馈、社
会与行业需求ꎬ持续改进、及时调整教学改革

方向ꎬ形成以改促评、以改促教、以评促学、以
学促改的课程思政教学闭环体系ꎮ

四、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施保障

措施

１.建立持续优化的课程思政元素资源库

路桥专业类课程通过将分散的课程思政

元素融入课程的整体框架ꎬ使课程与思政教

育有机结合ꎬ建立系统、全面的知识与道德

体系ꎮ
在课程教学中ꎬ从课堂教学、实践教学、

创新教育 ３ 个全方面对课程内容中潜在的思

政元素进行挖掘ꎮ 例如ꎬ将中国杰出工程师、
历史上的伟大工程等案例以及在道路桥梁领

域取得的重要成就引入课程ꎬ以播放纪录片、
诗词歌赋、工程案例的形式介绍给学生ꎬ通过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将基础知识与课

程思政内涵有机结合ꎬ使学生切身感悟历代

工程师和工人们牺牲自我的无畏精神ꎬ培养

学生吃苦耐劳的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与爱国情怀ꎮ 对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深

度挖掘后ꎬ将分散的、片段式的课程思政资源

整合形成课程思政要素资源库ꎮ 同时ꎬ开展

网络征集活动或者组织相关比赛ꎬ让学生也

加入课程思政建设ꎬ形成共建共享的课程思

政网络资源库ꎮ
２.建立路桥专业课程思政评价与激励机制

课程思政教学重在融盐入汤、春风化雨ꎬ
其教学形式不拘一格ꎬ灵活多样ꎮ 因此ꎬ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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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专业的实际情况和不同教师的个人风

格ꎬ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也必然呈现出丰富

的操作形式与策略[１１]ꎮ 课程思政的评价不

是刻板地对教学方式或者教学内容进行限

定ꎬ而应遵循课程思政改革的初衷才能够体

现课程思政评价的独特内涵ꎮ
课程思政教育评价与改进同样需要贯穿

于路桥专业学生培养的全过程ꎮ 在评价过程

中根据 ＯＢＥ 理念的评价原则ꎬ对各指标点的

得分情况进行量化处理ꎬ如教学大纲、教学设

计、教案、课程教学过程实况、学生反馈情况

以及督导反馈情况等ꎮ 一般情况下ꎬ以成果

为导向的课程思政教学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

评价ꎬ一方面是基于学生角度的成果考核评

价ꎬ另一方面则是对教师的考核评价ꎮ
(１)学生成果反馈

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强调学生最终能够

具备的最大能力ꎬ所以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应

注重学生主动学习的成果与考试成绩的变

化ꎬ这间接反映了学生对教师授课内容的关

注度与认同感ꎮ 在课程评价中应以学生为主

体ꎬ以学生发展情况为评价核心ꎬ注重考查学

生的综合能力与人文素养ꎮ 不仅要考查学生

的显性知识学习成果ꎬ还需考核学生的学习

态度、思想觉悟等隐性指标ꎮ 通过学生的评

价反馈可以判断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改革是否

得到大部分学生的认可ꎬ教师也可根据学生

反馈结果来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ꎬ并不断完

善课程思政教学机制ꎮ
(２)教师考核评价

教师在教学中起着“主力军”的作用ꎬ对
学生的思政教育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ꎮ 教师

应多在期中、期末设置问卷调查ꎬ根据学生收

获情况来进行自我总结ꎬ以便在日后的教学

工作中有所侧重ꎮ 此外ꎬ教师应明确德育目

标ꎬ在把握好课程思政内容度与量的基础上

选择恰当的时机来插入课程思政内容ꎮ 否

则ꎬ在环环相扣的专业知识讲授过程中ꎬ盲目

加入课程思政内容ꎬ会使学生对课程重点感

到茫然ꎮ 因此ꎬ教师在备课时ꎬ应反复推敲课

程思政内容最恰当的切入方式与时间点ꎬ以

起到引题或点题的作用ꎮ
路桥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成功的关键

是建立以成果导向为目标的考核与激励机

制ꎬ将考核指标量化ꎬ采取多元化考核模式与

涵盖内在与外在、导向性与约束性融合的激

励机制ꎬ制定理念先进、合理公平的考核评判

标准[１２ － １３]ꎮ 通过基于 ＯＢＥ 理念的课程思政

教学模式的研究ꎬ建立完整的教师考核与激

励机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课程思政的实

施质量ꎮ

五、结　 语

ＯＢＥ 理念导向下对路桥专业课程思政

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ꎬ实质是在准确把握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ꎬ使课程思政教

学达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要求ꎬ加快以成果为

导向的课程思政建设进展ꎬ紧扣时代发展主

题ꎮ 笔者从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中心的培养

目标、“多维结合 ＋ ＢＯＰＰＰＳ”的学生主体式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全周期及螺旋式课程思

政教学法、逆向设计的教学体系、考核评价与

激励机制及保障机制等方面探讨了 ＯＢＥ 理

念导向下路桥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思路ꎬ进
而达成 ＯＢＥ 理念指导下的课程思政教学目

标ꎬ从而推动路桥领域教育事业的发展ꎮ

参考文献:

[１]　 申天恩ꎬ洛克. 论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 Ｊ] . 高
校教育管理ꎬ２０１６ꎬ１０(５):４７ － ５１.

[２]　 李志义. 对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十年的回

顾与反思之一:我们应该坚持和强化什么

[Ｊ] . 中国大学教学ꎬ２０１６(１１):１０ － １６.
[３]　 凤权. ＯＢＥ 教育模式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研

究[Ｊ] . 安徽工程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３１(３):８１ －
８５.

[４]　 施晓秋. 遵循专业认证 ＯＢＥ 理念的课程教学

设计与实施 [ Ｊ] .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ꎬ２０１８
(５):１６０ － １６６.

[５]　 王永泉ꎬ胡改玲ꎬ段玉岗ꎬ等. 产出导向的课程

教学设计、实施与评价[ Ｊ] . 高等工程教育研

究ꎬ２０１９(３):６２ － ６８.
[６]　 常志英ꎬ崔维淼. 国内成果导向教育研究主题

及脉络演进[ Ｊ] .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３２４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４ 卷

学版)ꎬ２０１９(５):６４ － ７２.
[７] 　 杨彦海ꎬ冯奇东ꎬ柳建军ꎬ等. 高校研究生专业

课程的思政教育探索与实践:以公路路面养

护技术课程为例[ Ｊ] .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ꎬ２０２１ꎬ２３(３):３１３ － ３１８.

[８]　 孙金平. ＢＯＰＰＰＳ 教学模式研究综述:基于知

网文献分析 [ Ｊ] . 现代职业教育ꎬ２０１９ (５):
９６ － ９７.

[９]　 孙宝芸ꎬ马林ꎬ王占飞. 课程思政与公路勘测

设计课程协同育人探索[ Ｊ] . 沈阳建筑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２１ꎬ２３(５):５２６ － ５４０.
[１０] 张怀志ꎬ王占飞ꎬ刘文道. 面向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的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培养目标和

毕业要求优化探究:以沈阳建筑大学为例

[Ｊ] .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２０ꎬ
２２(５):５２３ － ５２８.

[１１] 杜震宇ꎬ张美玲ꎬ乔芳. 理工科课程思政的教

学评价原则、标准与操作策略[ Ｊ] . 思想理论

教育ꎬ２０２０(７):７０ － ７４.
[１２] 尹金萍. 高校成果导向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研

究[Ｊ] . 教育教学论坛ꎬ２０２０(３４):４４ － ４５.
[１３] 朱平. 高校课程思政的动力激励与质量评价

[Ｊ] . 思想理论教育ꎬ２０２０(１０):２３ － ２７.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Ｂ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ＵＮ ＢａｏｙｕｎꎬＹＡＮＧ ＹａｐｉｎｇꎬＺＨＵ Ｌｏｎｇｓｈ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１６８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ＯＢＥ)ꎬ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ｇｏａｌ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ｏｆ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ꎬ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ｏｆ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ꎬ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ｅｅｐ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ＯＰＰＰ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ｆｕｌｌ￣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ｏｆ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ｉ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ꎬ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ＢＥꎻ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ｊｏｒꎻ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ꎻ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责任编辑:徐聿聪　 英文审校:林　 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