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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作者失误，发表在《创新教育研究》2024年12卷3期87-92页上的文章《面向ILOs的〈智能生产计

划与控制〉课程建设实践》(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3135)出现图件引用不规范问题。

现勘误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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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能生产计划与控制》课程建设技术路线：围绕课程培养目标，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预期学

习成果(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 ILOs)。基于 ILOs，设计课程教学和实践内容、教学策略、评价方式、

反馈机制等进行课程建设与实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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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预期学习成果构建 

依据专业定位和课程培养目标，结合智能制造专业《智能生产计划与控制》工程教育认证中的毕业

要求相应的支撑指标点，以学生为中心，参考文献[7]的教案资料，构建预期学习成果，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ILOS for the course of intelligent production planning and control 
图 1. 《智能生产计划与控制》课程 ILOS 

3. 课程建设与实施 

3.1. 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优化设计 

课程以生产系统为主要对象，具体包括基础知识模块、实验讨论模块和研究选题模块三类主要内容。

其中基础知识模块主要包括生产系统构成、生产计划体系、库存管理、作业排序与控制等核心基础知识；

实验模块主要包括流水生产企业的生产线平衡实验和模拟生产过程的仿真实验；研究选题模块以培养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与创新能力为目标，通过学生分组完成自主选题、研究开发与总结汇报等内容。以流水

生产企业的生产线平衡实验为例，依据文献[7]，确定实验教学思路和要点，如图 2 所示，实验流程的设

计如图 3 所示。 
 

 
Figure 2. Teaching points of production line balance experiment 
图 2. 生产线平衡实验教学要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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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line balance experiment 
图 3. 生产线平衡实验流程 

 
在教学策略和教学模式的改革中，密切关注科技前沿、社会热点问题及企业当前的迫切需求等，设

计课程相关专业提问、讨论的专业题目，精选课程的思政元素[8]，在讲授专业知识、指导课程实验的同

时注重价值的引导。这种由问题驱动、理论 + 实验探究、分组讨论的教学方式，保证了学生学习专业知

识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学生全优培养的培养目标。 

3.2. 评价标准反馈机制建设 

参考文献[7]的教案资料，设计《智能生产计划与控制》课程基于 ILOS 的成绩梯度评价体系，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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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 gradual evaluation system for student grades based on ILOS 
图 4. 基于 ILOS 的学生成绩梯度评价体系[7] 

 
根据图 4，在基于 ILOS 的学生成绩梯度评价体系设计方面，遵照“基本目标达成”和“创新能力养

成”，参考文献[7]的课程教案资料，对学生成绩进行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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