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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本科专业课程研究型教学模式初探 
— — 以 《应用光学》课程为例 

王泽锋，程湘爱，王 睿，宁 禹，齐恩宇 
(国防科学科技大学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如何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是研究型大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针对 《应用光学》课程的特 

董以及当前教学中存在的不足，结合学生的特点与培养目标，初步探索了研究型教学模式在 “光学系统”教学 

中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为下一步在 《应用光学》课程教学中全面实施研究型教学模式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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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the Research——orientated Teaching M ethod for Applied Optics 

WANG Ze—feng，CHENG Xiang—ai，WANG Rui，NI Yu，QI En—yu 

(College ofOptoelectron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ational Un&e~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How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s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the research—orientated universities in China． 

Base on the properties of 印plied optics，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teaching，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ents， 

a research—orientated teaching mode is proposed an d practised in the teaching of part of optics systems，which is very 

useful for the whol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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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学理念主张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为目标，突破以知识传授为主的 

传统教学模式，教师的主要作用是启发与引导学生去 自主 

学习和探索研究 J。在这种教学理念的影响下，2O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 

在大学教学中大力倡导研究型教学。1998年，美国博耶委 

员会发表的著名研究报告 《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 

大学蓝图》，明确指出要把研究型教学作为本科教学的基本 

要求。国内大学在这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近年来 ，随着 

扩招出现了生源质量下降、师资力量紧缺、教学资源匮乏 

等问题 ，教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已经受到了我国高等教 

育界的高度重视。国家教育部2005年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 

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强调 “要积极推动研 

究型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向高校明确提出了开 

展研究型教学的要求。为此，许多大学相继出台了各种措 

施加快教学改革步伐，其中研究型教学是教改的主要研究 

内容之一。作为全军技术类最高学府，我校肩负着培养大 

批研究型军事人才的历史使命，校领导非常重视教学改革。 

近年来，相继出台了许多教改措施，其中在本科生教学中 

大力推广研究型教学模式就是一项非常有成效的举措。 

《应用光学》课程是为我校军用光电工程专业开设的一 

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授课对象为高年级本科生，内容主 

要包括 “几何光学基本原理”、“光学设计与像差分析”和 

“光学系统”三大部分 J。针对课程特性和当前教学中存 

在的不足，结合军校学生特点与培养 目标，在 “光学系统” 

教学中初步探索了研究型教学模式，为下一步在 《应用光 

学》课程中全面实施研究型教学积累了经验。 

一

、 对研究型教学的认识 

何谓 “研究型教学”?目前教育界没有统一的定义。结 

合实践体会，作者对研究型教学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 

1．学生应该成为研究型教学的主体 

相对传统的教学模式，研究型教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学 

生要成为教学活动的 “主角”，教师则更多起到 “导演” 

的作用 ，努力引导学生去积极学习、独立思考与创新研究， 

其核心是教师要完成从 “授之以鱼”到 “授之以渔”的观 

念转变。 

2．研究型教学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研究型教学是发展变化的，不应该有统一的定义。虽 

然对于不同的教师、学生、课程以及时期，研究型教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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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含义，但是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 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分 

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文献检索与阅读能力、科技论文写 

作能力、研究与创新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合作能力、组 

织管理能力等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研究型教学 

模式就是要为学生创造一个展示 自我的平台，并在实践过 

程中不断提升了自己的综合素质。 

3．对于教 师而言，研究型教 学有 “教 ‘研 究”’和 

“研究 ‘教”’两层含义 

“教 ‘研究⋯ 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科 

学人才培养的要求，尽量将科学研究的各种元素，如科学 

精神、知识水平、科学素养、科学思维、洞察能力、科学 

道德、批判精神、合作精神、敬业精神、严谨作风等等， 

融人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去。“研究 ‘教 ”’包括对 “教学 

内容”和 “教学方法”两方面的研究。对 “教学内容”的 

研究是指系统深入地研究授课 内容，紧跟国际前沿动态， 

最好能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对 “教学方法”的研究是指 

认真学习现代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设计课程 ，灵活运 

用启发式、研讨式、案例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 

生的学习研究兴趣与积极性，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4．对于学生而言，研究型教学有 “学 ‘研 究”’和 

“研究 ‘学”’两层含义 

“学 ‘研究”’是指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学习科学 

知识和基本技能，更重要的要学习科学研究方法 ，能够 自 

己 “挖井取水”。 “研究 ‘学”’包括对 “科学知识”和 

“学习方法”两方面的研究。对 “科学知识” 的研究是指 

积极主动地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入研究，不满足于对课堂教 

学内容的掌握，广泛调研相关领域的前沿动态，积极思考 ， 

利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相关实际问题。对 “学习方法” 

的研究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科学 

学习方法，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对研究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针对 《应用光学》课程的特点以及当前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存在的不足，同时考虑到我校军用光电工程专业学 

生的特点，我们在 “光学系统”的教学过程中初步探索了 

研究型教学模式，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注意了以下几个事项。 

1．突出军事应用 

根据军校学生的特点和军用光电工程专业培养的目标 ， 

以及学生将来工作的需求，整个课程设计与军事应用紧密 

结合。在教学过程中，所举案例都具有明确的军事应用背 

景，如基于光纤水听器的潜艇探测技术、基于偏振检测的 

水下军事目标探测与识别系统、高能光纤激光系统、大功 

率超连续谱光源等等。通过将所学知识与军事应用相结合， 

使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更明确。 

2．紧密结合学科前沿与科研工作 

在整个课程的设计方面，我们尽量做到与学科前沿和 

科研工作紧密结合 。本单位主要从事激光技术和新型光 

纤基础研究，在激光器设计、光纤激光器、相干合成、超 

连续谱光源、光子晶体光纤、光纤传感等方面都取得了较 

好的科研成果。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本单位的科 

研优势，结合教学内容，向学生介绍了相关领域国内外的 

前沿动态，并适时将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课堂教学， 

如光纤激光相干合成系统、超连续谱光源系统、光子晶体 

光纤后处理系统等。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 

知识的理解，同时让他们跟随教师体会运用所学知识进行 

创新研究的快乐。 

3．注重启发式、研讨式、案例式教学与实物演示 

我们始终将启发式教学贯穿整个教学活动，从问题的 

引出、分析到寻找解决的方案，努力引导学生去积极思考 

与讨论，培养他们自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 

教学内容的特点，针对部分重点内容灵活采取课堂小讨论 

和专题研讨的教学模式 j，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我们 

还特别注重案例教学，结合教学内容，选取了一些与科研 

工作相关的例子 ，特别突出军事应用。此外 ，我们还结合 

教学内容在课堂上做了许多演示实验，如水柱传光、三环 

效应、棱镜色散、光盘色散、激光倍频、晶体双折射、偏 

振检测、超连续谱激光等等，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使他们去积极思考与研究。 

4．认真设计课前、课堂与课后思考题 

研究型教学不仅仅体现在课堂教学，更多的在于引导 

学生在课堂之外的 自主学习与研究，它应该贯穿学生整个 

学习过程的始终。针对此，我们认真设计了课前、课堂和 

课后思考题。其中，“课前思考题”主要是引导学生去自学 

相关知识，便于课堂上对教师讲解的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 

和相关问题讨论的开展；“课堂思考题”主要针对需要掌握 

的重点与难点知识 ，进行讨论与计算，加深学生对基本概 

念的理解；“课后思考题”突出了军事应用，引导学生去进 
一 步学习和研究相关教学内容，将所学知识运用到解决实 

际问题中去。 

5．将趣味性融入知识传授过程中 

“光学系统”的介绍相对还是比较枯燥的，为了极大地 

激发学生的兴趣，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科学 

家的故事引入话题，将知识传授融于历史小故事中。如在 

“光纤光学系统”中引入了 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活动者 

高锟博士与光纤的故事，在 “色散光学系统”中介绍了牛 

顿与色散的故事，在 “偏振光学系统”中介绍了惠更斯与 

双折射的故事和马吕斯与偏振的故事，在 “激光光学系统” 

中介绍了普朗克与量子假说的故事和爱因斯坦与激光的故 

事，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增添了学习的趣味性，同时带 

领学生体会科学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启发学生 

的创新思维。此外，在 “色散光学系统”中我们重点讲解 

了 “彩虹”，使学生对 “彩虹”的形成机制和主要特征有 

了深入的理解，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 

6．注重课程网络建设 

我们在校园网上建立了专门的 《应用光学》课程网站， 

对所有学生和教员开放。我们将教学课件、电子教案、课 

程标准、教学进度安排、教员信息、国内外优秀电子教材、 

中英文参考文献、习题库与历届考卷、我们的授课视频、 

国内外优秀教学视频、演示实验视频、教学案例的相关资 

料、科学家传记等放在课程网站上，供学生查阅，并及时 

更新相关资源。同时，课程网站还具有在线答疑、布置／解 

答作业、提交／批改作业、在线测试等功能。此外，我们还 

向学生推荐先进的学习网站，如 “网易公开课”栏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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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汇集了全美一流大学的知名教授的视频公开课，是非常 

好的学习资源。 

三、结束语 

针对军用光电工程专业 《应用光学》课程性质和学生 

特点，在 “光学系统”教学中探索并实践了研究型教学模 

式。研究型教学以学生为教学主体，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为教学目的，在教学过程中凸显军事特色、灵活运用启发 

式、设问式、讨论式、案例式、实物演示等多种教学方法 

和手段、精心设计思考题、注重教学的趣味性、积极向学 

生推荐先进的学习资源，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活跃了课堂气氛，不仅加强了学生对应用光学基本原理和 

典型光学系统性能特征的理解与掌握，还让学生了解了学 

科发展的前沿动态，以及最新军用光学系统进展情况，更 

重要的是锻炼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符合创新型 

军事人才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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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结合，推动以学生为主体、以实验为主要手段、以 

实验室为主要教学场所的研究型教学的开展和普及。 

(3)明确实践环节的学分要求。对研究生参加多学科 

实践能力训练和综合实践项 目提出明确的学分要求。实施 

学员创新实践活动学分奖励制度，并对申请提前攻博或奖 

学金的学员以及评选优秀学员提出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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