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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光电子技术*教学实践过程的不断尝试和总结#根据选用教材内章节之间的联系和学

生专业知识基础#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整合$针对教材注重理论的特点#在讲授时进行适当的延伸#注重理论

与实际的结合$通过转变教学模式#以讲座拓展知识面#把课程教学与实际应用乃至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结

合教师科研#让学生了解课程相关内容当今的发展趋势#并认识到物理学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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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修课程是培养学生在已学学科专业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扩展其专业面的一种途径4 在巩固必修

课程知识结构的基础上#专业选修课程可以使学生对与专业相关的多方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拓展学生的

知识广度4 选修课程不同于专业基础的必修课程#它应在传授给学生书本知识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和方法#加深学生学习能力和知识的厚度4

从 @"C? 年第一台激光器问世后#标志着光电子技术的发展进入了崭新时期4 特别是在近 K? 年里#光电

子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应用技术上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当今通信%通讯%工程加工和制造等领域

不可或缺的部分4 同时#很多国家都把光电子作为重点产业打造#成为发展规模和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4

2光电子技术3是物理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既要把课程特点和专业性质结合起来#系统介绍

光电子技术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4 在授课过程中#对具体的教学方式方法

进行尝试和探讨#不论是对课程教学还是对专业选修课都有实际意义&!'

4

@'教材教学内容的整合

课程安排在第七学期进行#根据 CI教学学时安排#选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安毓英编写的2光电子技术3!电子

工业出版社"一书4 根据教材内容的前后联系和学生的所学的知识背景#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整合!表 @"4 调整后

形成 K个主要教学板块#使得教学体系前后连贯#教学内容没有重复#对学生来说学习内容的更紧凑#思路清晰4

!'教学内容的适度延伸'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对于物理专业 K 年级的学生#对力热电光的内容都已经学习过#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专业基础知识$同

时#作为专业选修课#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给学生教材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同学们了解相关学习知识在实



际中的应用以及现今发展的方向#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以期对他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有所帮助4

表 @'调整前后教学内容对比

调整前内容 整合后内容

光辐射%发光源与光传播基本定律 辐射度学与光度学

光辐射的传播

光束的调制和扫描
电光效应和电光调制%声光效应和声光调制#磁光效应和磁光调制

光辐射的探测技术 光电探测器及应用

光电成像系统 固体摄像器件及摄影基础

显示技术 自学

光电子技术应用实例 专题讲座

针对选用的教材更加注重原理讲解和理论推导#把已经学过的光学知识#比如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贯

穿到教学内容中#形成知识体系的前后呼应4 为了避免只讲单调%乏味%空洞的理论知识#在教学过程中结

合实际应用举例加以说明4 光调制的 K 种器件(电光&K'

%声光和磁光调制器#用以实现信息!声音%图像"的

加载和调制#针对各自器件的应用领域#在内容上进行适当的补充4 光辐射探测介绍了外光电效应%内光电

效应&I'

!光伏效应#光电导效应"和热电效应以及相应器件的工作原理#为使内容更丰富%更完整#补充实例

讲解器件的具体应用4 例如光电倍增管怎样实现光辐射强度变化的探测#位置敏感探测器利用横向电光效

应探测入射光敏面上光斑位置探测#利用光敏电阻自动控制路灯#工业生产中用热电偶测量高温4 同时#鼓

励学生自己动手实作简单光电控制电路#既可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又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4

固体摄像器件介绍电荷耦合器件,,]的工作原理和成像系统4 ,,]是数码相机的核心部件#且很多同

学都有用数码相机照相的经历#而成像质量是最关心的问题#它主要由 ,,]的像素和分辨率决定4 什么是

像素和有效像素#什么是分辨率以及分辨率怎样评价#在授课过程中给学生作详细解释#加深对,,]和数码

相机的认识4 同时#数码相机的成像通过液晶屏显示#屏幕显示的分辨率与电视机的分辨率有什么区别和

联系#高清电视与普通电视的分辨率有什么区别#在生活中也是很常见的电器常识#也是同学们比较关心的

内容4 通过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使同学们更易于理解4

K'教学模式改变的尝试

在常规的教学过程中#通常都是老师讲学生听#在通过课件讲解的同时#辅以板书说明4 学生始终都是

被动的接受4 在专业课的教学中#老师更希望学生能通过图书%网络等途径主动的学习#以拓宽知识面和提

高学习的积极性4 所以尝试性的给学生课外作业#通过查阅资料完成是有必要的4

在教学过程中#除了常规课件%板书教学外#将其中部分内容适当整理后#以课堂讲座形式开展#并对相

关知识作适当的补充和延伸#使知识更系统化#立体化4 例如#在讲授电光%声光和磁光的效应和调制这部

分内容时#可以把电光%声光和磁光 K 部分内容分别以讲座形式进行#并列举一个响应的实际应用例子加以

说明4 在讲完光电探测器后#为使学生对光电探测器件有全面认识#作光电探测系统专题讲座-光幕探测弹

丸着靶位置.和-子弹飞行速度测量.4 在学习了固体摄像器件后#对数码相机和摄像兴趣浓厚#但鉴于没有

相关知识#对数码相机和摄像都只是感性认识4 对此#作讲座-数码相机和摄像基础.#介绍相机的关键参

数#卡片机与单反机的区别以及在用数码相机摄像时怎样构图和怎样选择光线#并结合自己的摄影照片给

学生详细讲解#提高使用数码相机的质量#以获得更好的照片和生活体验4

为了让学生了解相关学科当今发展的前沿知识#课堂内给学生作相关的学术讲座4 通过-一维光子晶

体基本特性.

&F'

#介绍了什么是光子晶体#基本结构是什么#光在其中传输时怎样变化#透射光与入射光的区

别#它在以后的科学发展过程中会有什么应用#它与已学过的光学知识有什么联系等4 在讲座过程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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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4

作为专业课教师#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始终强调物理学与相关学科和相关课程之间的联系#以及物理学

作为基础学科在科学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并且以自身的学习和科学研究经历让学生了解物理学的重要

性4 同时#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在教学过程中应把理论

和实际结合#让学生既有理性认识#也有感性认识4 科研可以作为教学的一个有益补充和支持#既能延伸知

识面#又能加深知识深度#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相辅相成4

I'结'语

在过去几年的教学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总结#对2光电子技术3课程的教学从最初是按部就班#到

现在的改变尝试和探索(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学内容的延伸和教学模式的改变4 这种改变取得了初步的成

效4 但是当前的形势#无论是社会需求还是作为教育本身#对教与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4 作为教学主体的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探索和总结#寻求更好的教学方法#在把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专业

知识学习与学科发展联系起来4 作为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还有不断思考%不断改进%不断的努力尝试#同

时严格要求自己#夯实自身的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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