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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光电技术课程设计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工程意识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适应新形势下新工科建设对课程教学模式的新要求，针对我校光电技术课程设计存在的问题，教学团

队提出了基于项目驱动的光电技术课程设计教学改革方案，从课题项目的设计、教学组织实施与过程辅

导、结果评定等方面对课程设计的教学进行了探讨，经过教学实践，表明基于项目驱动的课程设计教学

方式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提高其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在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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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design of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is a highly practical course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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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ngineering awarenes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in the new situation and ad-
dress the problems in the design of our school’s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urriculum, the teach-
ing team has proposed a project-driven teaching reform plan for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urri-
culum design. The teaching of curriculum design has been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project 
design,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guidance, and result evaluation. Through 
teaching practice, this indicates that project-based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method can better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innovation ability, improve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chieve good results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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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光电技术涉及光学系统、光电传感器、电路设计、信号处理等众多领域，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

教学环节中必须强调学以致用。光电技术课程不仅要使学生了解光电领域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更侧重

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1] [2]。为达到这一教学目标及适应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在

课程设置中，我们为光电技术课程配套开设了光电技术实验和光电技术课程设计。光电技术课程设计是

综合性的实践教学环节，对挖掘学生的创新潜力、激发学生的主动思考能力和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对这一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探索，

为适应新形势下新工科建设对课程教学模式的新要求，提出了以项目驱动的教学方法，使教师的教学质

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双提升，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2. 以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我校的光电技术课程设计以往都是集中在两个星期内进行，通常安排在第六学期的最后两周，由指

导教师给出 3 至 5 个设计题目，配发相应的课程设计指导讲义，学生四人一组，选择一个题目来做。学

生通常都是被动地接受一个现成的设计方案，然后进行模拟仿真，再在面包板上进行安装调试，验证实

验现象。这种方式虽然训练了学生的基本设计能力，掌握了一些设计软件的运用和测试仪器的使用，但

对于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却不太有利，固定的方案限制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发挥空间，

导致学生缺乏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由于是四人一组，因此同一组内有的学生做的工作多

些，有的学生做的工作少些甚至不做工作的现象也有发生，同时一个课题多组学生都在做，经常出现这

样的现象，或者是很长时间没有人做出来，或者是一组学生设计完成了，其他组的学生跟着也做出来了，

设计方案、电路原理图参数基本上差不多，给考核和评分带来了困难，学生在毕业座谈时也反映学习效

果不理想。为了改变这些现象，提升教学效果，我们对课程设计的教学方式进行了多次探索改革。这些

改革探索，也是适应新形势下新工科建设对课程教学模式的新要求，强调学科交叉，丰富自身学科内涵，

扩宽专业知识广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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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设计改革的做法 

3.1. 课程项目的设计 

为了引入项目驱动的教学方法，需要精心设计符合光电技术特点和学生能力的课题项目。同时课题

项目应具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要求，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动力。以往的项目化教学很多是以教学科目

为中心，通过对教学科目的总体把握，从中提取出相关的项目，交给学生完成，这种模式往往过于形式

化[4]。因此在设计课程项目时我们充分调动各科老师的积极性，发挥各科老师的特长，从教师的科研项

目、学科竞赛和企业需求等方面来凝练课程设计的题目。 
教师的科研项目通常是针对某一特定研究方向的深入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专业性。设计基于

教师科研项目的课程设计课题时，在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上，教师将科研项目中的子课题进行提炼，

设计出有针对性的项目，将科研项目与教材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通过课程设计接触到科研课题的

研究，增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运用，使科研服务于教学，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如光电精密

测量团队，设计了微小角度的测量项目，该项目是光机电一体化的题目，涉及到光路设计、电机控制、

传感器采集电路设计等，不仅包含了《光电技术》的课程内容，也涉及到《应用光学》、《单片机技术》、

《模电、数电》等课程的相关内容。在课程设计中，教师通过向学生介绍科研课题的情况，使学生更明

确地认识所要设计的对象，增强学生对课程设计的兴趣。 
学科竞赛通常是针对某一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应用，具有较高的实践性和创新性。学科竞赛对学生的

培养是全方位的，需要学生综合运用各科的知识，在竞赛中要克服自身压力，提高决策能力。在参赛过

程中，能够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沟通能力以及思维能力，对其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通过总结竞

赛经验，学生可以获得心理上的进一步成长[5]。在设计基于学科竞赛的课程设计课题时，教师将全国大

学生光电设计竞赛题目转化为课程设计题目，如光电垃圾分类小车，迷宫图像光电识别，透明液体浓度

测量等，以赛促学、以学竞赛、赛教融合，让学生在完成课程设计的同时也为参赛做准备。学生在做课

程设计时目标明确，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让学生在完成课程设计的过程中充分应用所学知识，提

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应用，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部分教师在与企业合作时，将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的问题或需求转化为课程设计题目，设计了基于

企业需求的课程设计课题，如管材圆度的非接触测量，让学生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其工程实践能力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企业需求通常针对实际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将企业需求

与课程设计相关联，需要分析企业需求中涉及到的知识点和技能要求，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能力

水平，结合学科特点和教学资源，设计课程设计的课题，鼓励学生发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Figure 1. Project driven curriculum design topic relationship 
图 1. 项目驱动的课程设计课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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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师的科研项目、学科竞赛和企业需求三个方面入手设计项目驱动的课程设计课题，可以使得课

程设计更加贴近实际、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同时也可以通过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学科竞赛和企业

实际生产过程，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项目驱动的教学设计可以将多门课

程有机结合，拓展课程设计课题的来源，学生完成课程设计后也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参加学科竞赛或

作为毕业设计课题，如图 1 所示。 

3.2. 课程设计的过程辅导 

在课程设计的整个过程中，指导教师应起到组织、引导作用，检查学生的工作进度，把关学生的设

计方案，解决学生在设计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为了避免学生消极怠工，造成设计任务无法完成的现

象发生，我们将课程设计分成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规定一个时间结点和相应的任务，这样学生明确了

在各个时间段需要做的事情，同时由于有时间限制，无形中会督促学生抓紧时间工作。 
在课程设计开始前，与学生明确设计的主题和目标，确保他们理解课程设计的核心内容和要求，并

要根据设计的主题，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设计的实际背景和意义。在制

定设计方案阶段，给学生多做引导，包括问题定义、方案构思、可行性分析等。在这一阶段，相关教师

经常提供建议和指导，帮助学生优化和完善设计方案。在设计过程中，学生需要使用特定的软件、硬件

或实验设备。指导教师要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确保学生能够顺利进行实验或实践活动。 
在课程设计的过程辅导中还要定期检查学生的设计进展，给予及时的反馈和建议，让学生及时纠正

错误、调整方向，确保设计过程顺利进行。同时定期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和汇报，以便他们分享进展、

交流经验、解决问题。这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同时也能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

进展和问题。 
在设计过程中还要鼓励学生发挥创新精神，探索新的解决方案和方法。教师可以提供必要的资源和

支持，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创新想法。对于一些基础差、困难确实较大的学生要多启发、多关心，可适

当给一些参考设计方案，使其经过努力也能完成课程设计任务。 

3.3. 课程设计的成绩评定 

成绩的评定注重过程性考核，根据学生在课程设计过程中的表现来确定，做到知识、能力、素质并

重，并制定了一份明确的评分标准，使学生清楚自己成绩的依据，明白在课程设计中的得失。课程设计

的评定从方案设计、调试测试、答辩、课程设计报告等几个方面进行，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urriculum design evaluation criteria 
表 1. 课程设计评定标准 

评定项目 权重 评定标准 

方案设计 30% 工作表现；学习能力；设计方案的合理性、科学性、创新性 

调试测试 30% 工具仪表的使用，元器件的安装布置，关键信号的测试等 

答辩 20% 分析问题思路的条理性，回答问题的正确性 

课程设计报告 20% 格式规范性，结构完整性，条理清晰性，文字流畅性 
 

对于每个评定环节都制定了评定标准，指导教师评分有依据，学生在课程设计过程中也知道该如何

做。课程设计中的答辩环节要求每位学生都要进行，答辩重点考查其在小组内分工所做的工作，鼓励学

生分工协作，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答辩时师生围绕设计的实际内容展开，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

学生要能进行分析辩解，答错了，指导教师要给学生分析错误的原因及正确的结论，使学生在交流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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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提高。通过答辩，也能反映学生的实际设计水平和能力的高力，锻炼学生的交流能力。 

4. 课程设计的实践效果 

经过近年来的不断探索与实践，以项目驱动的光电技术课程设计的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增强了学生分析问题和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设计要求学生根据设计指标完成一个光电系统

的设计，需要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课题，在经过查资料、分析问题、方案设计、调试测试等环节，

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实际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有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2) 课程设计有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深入理解，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学生通过分

组完成项目，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通过小组讨论、分工合作、汇报展示等方式，学生可

以学会如何与他人合作、沟通、协调，提高其综合素质。课程设计巩固并拓展了学生的理论知识，将以

往的多门课程内容融会贯通，学生自主选择课题、制定方案、搜集资料、解决问题，使学生对光电技术

有了更大的兴趣，对课外科技创新活动也更加积极。 
(3) 从企业需求设计课题，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应用场景，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和

就业竞争力。同时，项目经验也可以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可以促进教师与企业的

合作和交流，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同时也可以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4) 将课程设计与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有机结合，通过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建，在竞赛

中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创新能力、合作意识等综合素质得以提升，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高阶性”。目

前已建立了一支包括大一到大四学生的光电技术创新兴趣小组，学生在完成学业课程的同时也参加全国

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取得了国赛一等奖在内的十几项奖项，成效显著。 

5. 结束语 

光电技术课程设计虽然时间短、规模小，但却让学生有了一次实际动手操作的机会，得到了多方面

的锻炼。课程设计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增强了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提高了动手能力，有助于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通过实践，大多数学生对基于项目驱动的课程设计表示认可和满意；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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