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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语教学是高等院校培养高素质人才，与国际最新科研顺利接轨的重要途径。针对《工程光学》课程的

双语教学，阐述了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教材选择、教学方案等方面探讨了双语教学

的具体实施措施，最后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建设工程光学双语教学的思考与建议，以达到促进《工程光学》

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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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lingual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and keep 
up with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 view of the bilingual teaching of “Engineer-
ing Optic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bilingual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discusse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the bilingual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material selection and teaching plan,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some thoughts and sugges-
tions for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optical bilingual teaching to promote the purpose of “Engineering 
Optics”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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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光学》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等专业的基础必修课程，主要从几何光学、

物理光学两大模块来介绍光学的基本理论和成像规律，内容不仅包含了传统的光学理论和光学系统，同

时又结合实际介绍现代光学的应用(例如望远镜、显微镜等系统，迈克尔逊干涉仪、激光平面干涉仪等典

型干涉仪)，反映了现代光学技术发展的进程[1]。通过对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光学的基本定律和成

像特性，了解基础光学系统的光学参数及成像关系，以及光的电磁性质、传播规律等，为今后光学领域

相关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双语教学已成为各大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个新的重点、难

点，而我校也在大力推进相关课程的双语教学建设，激励在校教师实行双语授课，活跃课堂教学氛围，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笔者结合近几年双语教学的课堂经验以及实际授课过程中

所遇到的问题，浅谈有关双语教学课程的探索与建设，提出针对《工程光学》双语教学的一些思考。 

2. 实施《工程光学》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 必要性 
教育部于 2005 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大力加强教

育教学工作，切实提高本科的教育教学质量，同时提出了各高校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积极开展双语教学

的要求[2]。双语教学是未来高校教育发展的必要趋势。我们知道，国内光学起步较欧美国家要晚许多，

在光学方面的发展和应用还不成熟，国外光学研究日新月异，成果累累的时候，国内仍处于科学探索阶

段，在光学领域的研究以及实际生产应用方面还存在诸多短板。开展《工程光学》的双语教学，是培养

具有多元化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增加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的有效途径，也是学生了解最前沿知识，学习

先进研究成果，跟上国际科研步伐的有效手段。 
(2) 可行性 
高校开展《工程光学》课程的双语教学具有可行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工程光

学》课程一般安排在大二上学期，在此之前，学校应开设有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英语等公共基础

课，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可以掌握基础的物理知识；其二，大部分学生在这期间都在积极备考英语

四、六级，学习英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并且成绩亦有明显的提高，这些条件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

相关的专业术语，促进学生吸收课堂上教师英语内容的讲解；其三，国内各出版社相继引进了许多光学

方面的国外原版教材，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多种选择；其四，近年来，学校引进了许多国内外拥有

高学历、高水平的博士，师资队伍的不断壮大，教师水平的逐渐拔高。这些都为高等学校开设《工程光

学》课程的双语教学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有力支撑。 

3. 《工程光学》双语教学的具体实施与教学效果 

如何改善大学生工程光学的学习现状，有效地提高双语教学的教学质量和调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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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结合自身在工程光学的课程与实际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与学生交流得到的反馈信息，谈几点对

《工程光学》课程双语教学的构想与实践方案。 
(1) 教材选择 
双语教学过程中教材的选择是重中之重，一本教材，其包含的内容，章节先后顺序的安排，都会影

响学生对知识的接收。教材的选取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国内学者经过多年教学经验以及自身学习心得

所著教材，此类教材整体主干清晰，章节明确，但有些概念性专业术语冗长复杂，普通学生理解困难，

学习较为吃力；二是国外原版的翻译教材，翻译版中文教材虽然能尽量贴合原版，但兼具学术专业性与

翻译准确性的教材相对较少，版本选择有限，内容方面稍显不足；三是国外英语原版教材，此类教材专

业词汇多，句式结构复杂，大多数学生受英语水平限制，阅读困难，学习进度缓慢，同时国外教材书中

实例较多，概念性叙述相对较少，学习起来连贯性不够。三者权衡之下，笔者认为应该以国内学者所著

教材为主，国外原版英文教材辅助教学。 
中文课本有助于教师理清教学结构脉络，循序渐进，同时也更利于学生对内容的掌握和理解，而一

些中文教材中难以精确叙述的基础概念可以通过英文教材来的弥补。例如彗差概念，以郁道银所著《工

程光学基础教程(第 2 版)》为例，书中描述“彗差是轴外点宽光束的像差，是孔径和视场的函数。具有彗

差的光学系统，轴外物点在理想像面上形成的像点如同彗星状的光斑，靠近主光线的细光束交于主光线

形成一亮点，而远离主光线的不同孔径的光线形成的像点是远离主光线的不同圆环，如图 1 所示，故这

种成像缺陷称为彗差”[1]。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对彗差的概念理解不透彻，且很容易与其他像差概

念混淆。而在英文书籍 Field Guide to Geometrical Optics 中，关于彗差(coma)的表述为“Coma results when 
the magnification of the system varies with pupil position”[3]。这句话中“magnification”意为“放大率”，

“pupil position”术语为“入瞳”，因此，可以很轻松的理解：彗差是光学系统中入瞳不同的成像倍率造

成的。“in off-axis point sources, it appearing to have a tail like a comet”，离轴点光源的像就像带了尾巴的

彗星，故称彗差(如图 1 下方所示，大小不同的圆圈套在一起然后错开，就像个彗星带了尾巴)。 
 

 
Figure 1. Description of coma 
图 1. 彗差的描述 

 

英文书籍除了对基础概念直观简要描述，还有许多相关的实例可供教师参考，进一步弥补中文教材

实例教学的缺陷，且英文书籍内的实例更注重实用性，可以更好衔接理论与实际应用。 
(2) 教学方法 
双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且能运用所学内容去创造价值。在教学过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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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则为主导，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课堂

教学中[4]。所谓双语教学，就是用中文和英文进行教学，本科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教育模式与教育水平

参差不齐，对课堂中英文教学的接受程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容易产生恐惧、厌烦

心理。因此，双语课堂的建设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由简单到复杂逐渐过渡，合理安排中文和英文

的授课占比，给足学生接受、成长的空间。与此同时，课堂氛围在严谨认真的同时应不失轻松愉悦。故

此，笔者认为双语课堂应该在课时周期内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以中文为主，英文为辅。在制作课件时，主要以中文来表述主要内容，梳理课程脉络，

另外用英文介绍基础专业术语，例如 Object and Image Space (物空间和像空间)、Field of View (视场)、
Entrance Pupil (入瞳)、Refraction and Reflection (折射和反射)等，这些专业术语贯穿光学课程学习的始末，

且出现和使用的频率较高。通过罗列关键英文术语，实现引导学生入门的目的，同时避免学生在不了解

专业术语的情况下阅读英文原教材带来的晦涩难懂等问题，进一步解决《工程光学》双语教学的初期教

学进度缓慢的问题。在实际授课过程中，教师也要用英语来表达这些词语，加深学生对英文词汇的记忆

和了解。 
第二阶段，中文与英文结合，相互促进。第一阶段的学习，学生对基础的词汇以及足够熟悉，在此

基础上，课件也相应增加英文内容，中文罗列相关内容的框架，英文表述一些基础概念和定理。这样学

生可以将第一阶段掌握的词汇放入具体的专业表述中，在提升英文语句的阅读能力的同时，加深对基础

概念的理解。而在讲解过程中，教师可以用英文讲解概念，与此同时，可以适当增加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活跃课堂氛围，充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三阶段，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有了之前的英文基础以及基本定理、概念的学习，教师在准备

课件时可以用全英文来展示，同时穿插的相关图形帮助学生进行直观的理解，一些较为复杂的内容可以

用中文标注，形成对照。在讲课过程中，教师主要以英文表达，口语化的句式一般都比较简单且容易理

解，可以照顾部分英语听力不好的学生。另外，双语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提升英文能

力、开拓视野，教师不能一味的使用英语，也要适时用中文进行讲解，分清双语教学主次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数字信息化教学的推进，目前高校教师大多使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工程光学的

内容涉及很多公式推导和理论演算，多媒体课件授课节奏较快，加上双语教学，增加了学生记录随堂笔

记的困难，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5]。因此，教师在此过程中要合理运用黑板板书，带领和引导学生进行

推导，更好的把控课堂教学的节奏。 
(3) 课后作业 
课后作业是学生复习近期所学知识的一种方式，也是教师了解学生对授课内容掌握程度的一种途径。

对于《工程光学》的双语教学，教师可以适当地布置课后作业，可以是书面作业，也可以是课后思考题。

课后作业可以要求学生用英文来完成，锻炼学生的英文书写能力，而思考题可以要求学生自行思考，下

节课可以在课前 5 分钟组织学生课前用英语讨论自己的思考内容，教师进行补充、纠正和解答疑惑。 
(4) 教学效果 
按照学校培养模式，2021 年我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启动了《工程光学》双语教学模式，其中

英语教学比重占据课堂教学的 30%~50%。在实践初期，课堂讲授以中文为主，穿插英语教学，用英文讲

述一些重要定律、理论和关键词，板书或课件基本上采用英文。后期逐步加大英语教学比重，让学生对

双语教学的认识和理解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为了有效了解学生对双语教学模式的接受程度，笔者对

2021 级和 2022 级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学生共 200 人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85%的学生认为双

语教学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有帮助，80%学生认为讲课方式能够接受，90%的学生对于老师的语言水平和专

业知识是满意的。《工程光学》作为光学工程类考研的专业课程，2021 年和 2022 年我校光电信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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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功率均达到 40%以上，充分说明了双语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4. 《工程光学》双语教学的进一步思考 

《工程光学》的双语教学是我校近几年才开展的，虽然有其他高校的教学经验在前，但在教学过程

中仍有许多需要改进、不断完善的方面。 
第一，教材的选择。在教材选择方面，中文教材与英文书籍相辅相成，可以达到很好的授课效果。

但就目前双语教学形式来看，笔者更期望国内光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能够结合两种教材的优势，编写出版

适合国内高校的《工程光学》双语教学的教材，解决目前教材选择困难的问题。 
第二，应用教辅工具。《工程光学》教学过程中，包含很多复杂的光路以及一些基础光学系统，这

些光路在黑板上难以准确表达，也比较费时，因此可以借助多媒体课件的图片或相关动画来展示，节约

教师画图时间的同时也能让学生看到更标准、更清晰的光学图。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以借助 Zemax 软件

设计模拟一些基础光学元件或基础光学系统，例如单透镜、多普勒望远镜系统等，Zemax 软件内可以展

示二维和三维的图像，以及 3D 全方位立体阴影模型，可以让学生多方位直观感受。Zemax 界面为全英

文模式，动手实践的过程更有助于学生记牢基础专业词汇，同时也能帮助对光学设计感兴趣的学生完成

简单入门，掌握光学就业的基础技能。 
第三，加强师资建设。师资力量是双语课程不可或缺的因素，这要求教师拥有良好的英语素养，能

够用英语准确表述专业内容，具有流畅的口语表达能力。针对这个问题，高校可以引进更多的优秀青年

教师和拥有留学经历的归国人才，提升师资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定期组织在校教师相互交流，

有条件可以支持校内教师出国访学，结合国外优秀的教学方式，改进国内教学模式，同时提升教师自身

的英文口语表达水平和英文书写能力，从而顺利开展双语教学工作。 

5. 结束语 

教学不仅是教会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习。双语教学亦是如此，“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不能紧盯双语教学最终的结果，更要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经历和感受，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促进学生多方面均衡发展。双语课程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不断积累、

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的缓慢过程。只有不断思考，推陈出新，才能建设最适合国内高校学生的双语教学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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