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卷第 3期 

2013年 9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Vo1．36，No．3 

Sep．2013 

DOI：10．3969／j．issn．1672~874．2013．03．023 

《光电子学》课程建设改革 

姚 琼，熊水东，曹春燕，孟 洲，梁 迅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光电科学与S-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针对 《光电子学》课程特点和原有教学模式的弊端，结合近年来课程建设，详细介绍了 《光 

电子学》课程建设改革的研究和实践情况，重点探讨了教学内容、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实践教 学 

环节以及教学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建设改革方法，并对课程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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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Course ConstrUCtion of Optoelectronics 

YAO Qiong，XIONG Shui—dong，CAO Chun—yan，MENG Zhou，LIANG Xun 

(College ofOptoelectr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ational Un~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duate student course“Optoelectronies” is presented in detail．The basic methods on the teaching content，teaching 

material，teaching method and mode，practice teaching ale studied，and finally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is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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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作为一门在人们研究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展 

起来的新兴学科，光电子学已经成为现代信息科学的一个 

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光电子学为基础的光电信息技术 

是当前最为活跃的高新技术之一。光电子学理论涵盖了对 

光电子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的阐述，涉及 当今最前 

沿的技术领域，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基础理论 

与前沿研究方向的紧密结合的特点 ，是光学工程学科研究 

生在各研究方向开展工作所必须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 

我校光学工程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国家重点学 

科水平评估中，我院光学工程一级学科 的综合指标在全国 

同类学科中排名第4，科学研究分项指标在全国同类学科中 

排名第 1，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 ，学院一贯致力于将显著的 

学科建设优势转化为创新人才培养的优势 ，因此非常重视 

对学科研究生课程 《光电子学》的建设。 

我校光学工程学科自1998年即开始在研究生课程中开 

设 《光电子学》课程，并十分重视 《光电子学》课程建 

设，将其定位为光学工程一级学科研究生的核心课程，要 

求光学工程专业研究生选修⋯。到 2008年，《光电子学》 

课程开设近十年，培养了一大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但是， 

由于课程开课 时间长 ，课程建设 和内容 缺乏更新 ，当时 

《光电子学》课程教学在课程定位、教材、教学方法及与实 

践结合方面存在均存在则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1)课 

程定位模糊 ，教学内容陈旧。 (2)教材陈旧 J，缺乏光电 

子领域的发展现状及新技术等方面的内容；(3)教学方法 

单一，不利于学员学习兴趣的提高和思维能力的培养；(4) 

缺乏教学实践环节，学员在将课程中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 

于实际研究工作时存在一定困难。 

鉴于 《光电子学》课程的重要地位和课程建设状况之 

间的矛盾 ，我校决定加大 《光电子学》课程建设力度。作 

为光学工程学科的核心课程，《光电子学》被纳入我校首批 

研究生重点建设课程，在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建设、 

教学方法手段、实践教学环节、学员创新能力培养、作业 

及考核方式等方面均提出了很高的建设要求。 

结合研究生重点课程建设 ，针对原有课程建设 中的问 

题 ，我们对 《光电子学》的课程教学进行了大量的课程建 

设改革工作 ，重点加强了教学内容、教材建设、教学方法 

和手段改革、实践教学环节以及教学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建 

设 J。本文将在 总结 《光电子学》课程建设改革 的基础 

上，探讨有关教学改革方法与经验 ，以供有关教学工作者 

和专家参考。 

二、课程建设改革措施 

(一)研究人才需求。优化教学大纲 

结合我校研究生2009培养方案的修订，对原有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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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进行调整，将 《光电子学》准确定位为我院光学工程 

专业的核心课程 ，面向一年级硕士研究生开设 ，为课程教 

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制定确定了方向。 

在准确定位课程的基础上，组织了相关专家和授课老 

师讨论研究，根据我校光学工程学科特色及课程设置情况， 

并参照国外教学大纲，确定课程的教学内容 ，制定了新的 

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在教学 内容与体系方面体现 

了经典与现代、基础性与先进性的有效结合。 

光电子学是光学和电子学结合形成的光学工程的一个 

新领域，是光电子技术的理论基础。在课程 内容设置中， 

我们着重考虑了核心课程、基础理论、系统全面等几个关 

键 ，课程内容涵盖了光电子系统中光辐射的产生、传播、 

调制和探测的各个方面 ，从最基本的电磁理论和光与物质 

的相互作用的理论出发，给出了光电子系统中各个部分的 

基本原理、基础理论和基本规律。课程内容体系全面，注 

重系统性和先进性兼备；通过配套的实验课程和课堂实践 

内容，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基础理论与前沿研究方向 

紧密结合，使学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光电子领域有全 

面的了解。 

光电子学课程体系中包含了两大理论体系——光电磁 

理论和光量子理论，内容涉及光辐射的产生、传播、调制 

和探测四个方面。在光辐射的传播和调制中，光波主要表 

现为其波动特性，其特性由电磁理论描述 ；而在光辐射的 

产生和探测中，其特性主要表现为其粒子特性，采用光量 

子理论描述。考虑到这一课程特点，我们在安排课程内容 

时，适当调整了教学顺序，先采用电磁理论介绍光辐射的 

传播和调制，而将光辐射的产生和探测结合起来，两个部 

分相辅相成，最后结合为一个整体，使学员对光的波粒二 

向性的本质和 《光电子学》课程的理论体系有更全面清晰 

的认识。 

(二)跟踪技术前沿，更新教学内容 

信息技术13新月异，光电技术更是创新不断。长期以 

来，我们一直及时跟踪国内外光电技术的发展前沿，更新 

教学内容。在课程内容上 ，增加了对光电子领域的发展现 

状及新技术等方面的介绍，在新的教学 内容中新增了 “光 

波导模式耦合”、“光波导耦合器件”、 “波导电光调制器 

件”、“DFB和 DBR半导体激光器”等内容，学员不仅能掌 

握光电子学科的基础理论，又有较宽广 的知识面，对光 电 

子领域有更全面的了解，并激发学员深入学习研究的兴趣。 

课程中还注重将课程光 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点与当前军事 

斗争的需求有机地结合，体现课程的现代性和先进性。 

(三)教学科研结合。充实教学内容 

教学队伍成员均承担光电技术方面了大量高水平的科 

研任务，研究水平达国内一流。优势的科研资源为教学提 

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科研优势反哺教学大力推进了教学 

水平的提高和教学条件的优化改善。首先，通过重大科研 

项 目的历练，教员的学术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教员接触 

了学术前沿 ，开拓了学术视野，经历了科研实践，在课堂 

教学中自然会将科研最新成果、专业发展动向带进课堂。 

科研研究产生的干涉型光纤水听器、光纤光栅水听器、光 

纤陀螺和超窄线宽光纤激光器等前沿的科技成果正式进入 

课堂教学 ，并大量编人教材。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入课 

堂讲授和学术讲座，不仅丰富了学员知识，拓展了学员视 

野，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学员的创新意识 ，引发了学员进入 

科研的浓厚兴趣。 

(四)精选国外教材 ，建设双语课程 

双语教学是使用和借鉴国际最新教学研究成果的有力 

举措，我们重点组织和实施了 《光电子学》的双语课程的 

教学工作。精选英文原版教材，建设精品双语课程 ，并引 

进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反映国际最新技术发展 。课程 

采用英语教学，教材、课件、作业 、考试均采用英语，提 

高学生专业英语水平，为学生的科学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 

的语言基础。 

建立完善的双语教学体系，需要有系统的英文原版教 

材和教学参考书。一方面要求原版教材难度适中，保证学 

生对课程内容有良好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是新，能反映 

专业领域最新的理论体系和发展趋势，能代表国际先进的 

教学理念。我们精选了美国加州大学 《Photonic Devices))Es] 

作为课程英文教材，并引进了7本英文参考教材 ，这 

些教材均为国外最近出版，反映了光电子领域的最新进展 ， 

且反映了国外优秀大学的教学理论体系和教学成果，为进 

行双语课程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为了克服双语教学的限制因素，提高学生兴趣 ，加强 

对专业课的理解，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 

在教学课程中，我们采用 了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灵活的 

双语课堂教学模式和方法 ，采用从 “渗透型”到 “交替 

型”再到 “示范型”的教学模式，并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 

手段 ，将课程内容的提纲和重点部分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给 

学生，并通过播放相关国外的相关专业知识短片，增加学 

生兴趣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学生从心理上适 

应本专业课的 “双语教学”形式，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五)新编英文课件，丰富教学形式 

以往光电子学为 中文教学，主要采用板书的方式 ，原 

有的课程讲义和课件均不满足课程建设要求。因此，结合 

新的原版英文教材，我们精心制作了全英文的电子教案和 

课件，并注重将丰富的教学形式和手段应用于教案和课件 

的编写中。 

教案采用全英文撰写，以英文教材为基础，采用了和 

教材一致的结构体系，便于学员 自学和课后复习。教案编 

写中还参考了大量相关英文和中文的辅助教材 ，对教材内 

容进行了适量补充和扩展，对补充和扩展内容均指明了相 

关 [参考文献]，有助于鼓励学员进行课后的补充阅读 ，拓 

宽知识面。 

进行了课程教学多媒体课件的建设，高质量完成了英 

文课件的编写。课件设计不是对教材内容 的简单重复，融 

入了教员对课程的理解和思考 ，体现讲授思路和过程；课 

件思路清晰，形式丰富，绘制了大量图表，采用了较多实 

验和实物照片，增强抽象物理概念的表现力，帮助学员对 

课程内容的理解。在课件 内容上，注意内容新颖、信息量 

大，根据光电子学课程还具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基础 

理论与前沿研究方向紧密结合的特点，注意结合教员科研 

工作，适当增加一些系统应用实例，并将光电子学最新发 

展成果引入课程教学 ，使学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全面 

理解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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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革教学方法。建好网络课程 

合理采用课程教学手段和方式，提高授课质量。采用 

课堂板书与多媒体电子课件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注意课件 

版面和课程内容的前后关联。授课过程中，讲授思路清晰， 

注重理论公式物理意义的阐述，使学员能从更高的层次理 

解课程理论体系、基本概念、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从而为学员进一步的课程学习和科研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努力建设精品双语课程，引进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 

反映国际最新技术发展。精选英文教材和英文参考教材， 

反映了光电子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国外优秀大学的教学理论 

体系和教学成果；采用了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要根据学 

生的英语水平和理解能力不断调整进度和中英文比例，弱 

化学生对英语的恐惧；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增加课 

程的信息量，将讲课内容重点部分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给学 

生 ，弥补了学生由于听力、词汇量不过关造成的困难。 

积极探索和实施互动式课堂教学方法。结合3小时教 

学单元模式的实施，探索参与式教学、专题研讨式教学等 

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推进研究型教学改变 

学员的被动接受状态，鼓励学员表达观点 ，培养学员的创 

新能力。 

充分利用网络环境辅助课程教学，建设完成了光电子 

学的网络课程系统，该系统包含教学信息发布、作业网上 

提交与批改、网上答疑等功能，能有效掌握学生平时的学 

习情况，并在网上与学员积极交流和互动，基本达到学校 

网络课程建设 A类标准。 

(七 )狠抓实践教学，培养创新人才 

光电子学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我们 

在新的教学大纲中明确了对学员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目的， 

教学内容上加大了实践性教学的比例，提高学员对实践动 

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J。紧密结合学院研究生创新实 

验中心的建设来设计实践教学模块 ，主要环节包括基础实 

验模块、综合实践项目和创新实践活动三个层次。 

基础实验模块 ：包括光波的电光与声光调制实验、半 

导体激光器工作特性研究、光电转换 电路设计与性能分析 

等3个基本实验模块，学员可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和需求 

自主进行选修，提高学员对 自身实践动手能力的重视和培 

养。 

综合实践项目：依托研究生综合实验中心提供的开放 

性实验条件，要求学员完成一综合性实验设计的大作业， 

学生可根据所学知识 ，自主设计并搭建的一综合性光 电子 

学系统，并完成性能测试，提交实验报告。达到提高学员 

的实验技能的教学目的，对今后开展科研工作奠定基础。 

创新实践活动 ：由学生 自己提出实践活动主题 ，经初 

步审核后，由学院的创新实验室为其提供相应的实验平台 

和必要的技术支持。 

(八)加强队伍建设，深化教学研究 

加强教学队伍建设，成立了以具有英 国访问学习经历 

且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为课程教学负责人 、以具有良好教 

学素质和较丰富教学经验的副教授和讲师为主讲教师的教 

学队伍。课程建设教学队伍定期和不定期地对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进行了十余次探讨和研究，积极参与光学工程学 

科教学交流会，并与国内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北京理工 

大学等光学工程学科排名较前的单位建立了长期的学术和 

教学交流，赴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等国进行国际研究生 

培养及教学改革交流，促进了本课程的教学改革。 

课程建设初步成果和经验 

通过采用以上的改革措施，经过三年的课程建设改革， 

《光电子学》课程在教学内容建设、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 

实践教学环节、教材建设、网络课程以及教学队伍建设等 

方面均取得了较 明显的建设成果 ，高质量 的完成了研究生 

重点课程建设，课程水平大大提高，并形成了本课程的独 

特的教学优势和特色。我们追求和国际接轨，使用国外知 

名大学的原版教材及教学大纲，并结合我校光学工程学科 

研究方向的特点 ，授课方式、实践教学方法及内容、作业 、 

考核方式等参照国外知名大学同类高水平课程进行建设。 

在教学内容深度 、广度、系统性、先进性，以及教学效果、 

教师学术水平、教学实验环境等方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总结主要的课程建设经验在于： (1)在教学内容上 ， 

课程定位要准确，作为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内容要具有基 

础性、系统性和全面型，体现了经典与现代相结合、基础 

性与先进性相结合。(2)在教学过程中，追求和国际接轨， 

使用国外知名大学的原版教材及教学大纲，并结合我校光 

学工程学科研究方向的特点，建设精 品双语课程，引进国 

际先进的教学理念，反映国际最新技术发展。 (3)在教学 

方法上，积极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精心编写英文电子教 

案和课件，将丰富的教学形式方法融入其 中，采用参与式 

和研讨式等课堂互动教学方式，并将光电子学最新发展成 

果引入课程教学，使学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全面理解 

课程内容。(4)在实践教学中，紧密结合课程特点，积极 

建设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配套 ，实 

践教学环境具备先进性与开放性 ，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创 

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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