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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建设一流应用技术型地方本科高校培养人才定位要求，对常州工学院新能源系开设的

《光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内容设置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实践表明，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课内实践

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不仅可以提高光电子技术的应用性，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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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ing requirements on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applied technical type of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o train talents,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in new 

energy major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 explored and studied.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in-class practice and evaluation mode of this course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but als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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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子技术作为国家信息产业的基

础技术，在新能源领域有着诸多应用，

已成为推动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课程设计中，光电子技

术是面向工科学生开设的一门综合性很

强的专业课，涉及的课程包括量子力学、

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物理光学、电

子技术、激光原理、激光技术等。教学

内容中会涉及很多理论性很强的推导公

式和定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还是采用

传统的满堂灌方式，将很难提高技术型

专业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容易出现

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低头玩手机、

对所学知识印象不深的现象。 

在新能源产业战略方面，我国新能

源产业快速发展与专业技术人才需求严

重不足相互矛盾，其中光电产业人才培

养严重落后于产业发展，已严重阻碍我

国当前新型能源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光电子科学、技术、工程和产业的发展

关键要素之一是人才，培养与产业相适

应、可对接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是符合建

设一流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的发展方

向。因此，本文以《光电子技术》课程

为基础，从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特点

及培养目标出发，研讨光电子技术教学

内容，探究多元评价体系，旨在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 

1 明确课程体系的定位和存在

的问题 

1.1光电子技术课程体系的定位 

为了培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应秉承常州工学院

“让每个人拥有创造力，学以致用”的

办学理念，以地方产业需求、用人单位

需求为导向，围绕产教融合为主线的教

学改革，构建具有产教融合特色的人才

培养新体系。常州工学院新能源科学与

工程专业以光伏技术为培养方向，结合

常州光电产业发展需求，把培养新能源

应用人才作为目标。由此，光电子技术

这门专业课在教学体系中的培养目标与

传统学术型教学定位有着截然不同的

作用，而以学生就业与地方产业结合为

导向确定教学改革方向。培养的学生应

具有广泛的光电子知识涉猎，更要有超

强的动手实践能力，使学生在光电子技

术开发领域具有光电产品技术应用、设

计、检测、运营和技术服务等方面的能

力。在课程体系建设中更加注重学生对

光电子器件的应用能力，强调学生的综

合能力。 

1.2光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存在的

问题 



现代教育论坛 
第 4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4 

Modern Education Forum 

应用技术型高校在光电子技术课程

教学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教材偏

学术，技术案例偏少。由于市面上主流

教材几乎都是由学术型的高校专家所编

写，在内容选择上则更偏重于理论知识，

而与企业实际情况的相关案例几乎不涉

及。这就造成了一种理论知识与实际应

用上的隔阂感，这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服务地方企业不相匹配。（2）教学内容

偏理论，部分内容更新滞后。当前本科

院校的年轻老师都是按照理论人才培养

模式培养出来的，受到惯性和教材的双

重影响，理论教学部分几乎占据了全部

比重。某些教学内容更新速度较慢，某

些技术已经很少被企业所使用，这些都

偏离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3）评

价体系单一。在教学评价方法上，多数

高校是根据学生的平时作业、出勤情况

和期末考试给出学生成绩。这对于学术

型课程来说比较适合，但是对于光电子

技术这样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就不能简单

套用。在考核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学生

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的能力，回归

课程学习的初衷。 

2 教学内容设计与探索 

2.1以应用需求为导向整合课程内容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在教学内容上

做了适当的探索和调整，以岗位需求为

导向编排教学内容，不断更新教学新内

容。在教材的选择上，我们遵循“一纲

多本”的原则，即教学大纲的制定不以

一本教材来确定内容，而以多本教材为

范本为参考，这样在教材的选择上就更

加全面和贴合实际需求，教学内容也更

符合学科体系的发展。在教学内容上，

本课程的重点是让学生了解光辐射

学、激光原理、光的传输、调制、探测、

成像和显示等方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

性能参数。在企业参与下对教学大纲进

行重新审定，再结合企业需求整合讲学

内容：（1）增加典型激光器及其应用部

分的讲解和相应的技术案例分析，对课

程中光辐射的电磁场理论和激光产生的

物理基础不做重点讲解；（2）增加光电

探测中的三种原器件的讲解内容和案例

分析，特别是光伏和光电探测部分，而

减少物理效应和技术参数部分的讲解；

（3）增加电致显示和液晶显示驱动部

分的讲解，删除阴极射线管和等离子体

显示部分的讲解；（4）增加光电成像部

分中CCD和CMOS的实践环节；（5）增加电

光调制讲解和实验的环节，删除光在大

气中传播等内容。同时，与课程相关的

学术前沿和热点也适当穿插到授课内

容中，目的是增加课程的趣味性和吸引

度，以充分体现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前

沿性。 

2.2开展和升级课内实验课程 

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开展配套的

实验内容。在实验项目上，对现有课内

实验进行重新编排，增大对实验环节的

过程化考核。一方面对实验室进行升级

改造，增加设计型实验的比例，同时压

缩验证性实验的比例，目的是鼓励学生

从技术应用角度将所学知识落地。另一

方面，增设学生参与讨论实验方案的部

分，提高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同时，

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实验项目，如光电

探测综合实验系统、显示技术综合实验

室系统、太阳能电池发电系统设计实验、

感光系统研发设计实验等。同时邀请企

业导师深入课堂和实验室，对学生进行

实验交流和指导，并对学生的实验动手

操作能力进行考核。在课内实验结束后，

根据学校“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目标，

对接相关光电企业，带领学生进行企业

调研学习，与企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交

流，撰写调研报。 

2.3采用“N+1”的评价体系 

课程考核方式采用“N+1”模式，摒

弃传统以期末考试为主的考核模式，采

用过程化考核方式，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多角度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其中

１为期末考试，N为该课程学分，N+1为

考核方式的个数。例如，根据光电子技

术这门3学分的课程，笔者对原有的考核

方式进行重新设计，4个过程考核指标包

括：期末考试成绩占50%；实验占30%，包

括课前实验讨论、实验动手操作、课后

实验报告各占三分之一；平时作业占

10%；调研报告占10%。在期末考试中，采

用开卷和闭卷相结合的方式，目的是考

核学习效果的同时，避免学生机械式的

死记硬背，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技能和

习惯。在实验考核部分，实验方案讨论

评价中教室对学生提出的方案意见进行

相应的点评和打分；实验动手操作部分

更注重观察学生对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

和操作的动手能力，与企业导师共同对

学生进行多角度打分；课后实验报告部

分，将学生的数据分析和制表能力作为

考核点进行打分。通过“N+1”评价体系

的实施，改善了学生的持续性学习能力，

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符

合光电子技术课程体系的定位。 

3 结语 

地方型应用技术型大学培养出的学

生应该为卓越的工程师，并将所学知识

和获得的个人能力服务于地方产业。因

此光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探索遵从学以致

用的原则，告别以往单一的教学模式，而

在课程设计中将教学内容同工程实际相

结合，提高教学质量，力争为培养地方

特色应用型人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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