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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光纤通信课程教学中教材、课堂、实践、网络和考核五个环节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基于课程

思政要求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目标，提出了整合五个环节的“五位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理念，并探讨

了该理念下光纤通信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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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five links including the material, the classroom, the 
practice, the network and the assessment are analyzed during the course teaching of optical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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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in this paper. Then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curriculum ideology-politics and 
innovative ability train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idea of “five links 
integration” and discusses course teaching reform path of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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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国家向高校发出了开展

课程思政育人的倡导，以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工学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

工学专业课的教学改革应适应国家人才培养要求，将传统的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理念转变到知识传授、

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相结合的方向上来，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三观，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这实际是一个课程教学流程再造的过程[1]。 
“光纤通信”课程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课，承担着光纤通信技术知识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重任。由于

光纤通信是当今宽带互联网发展的物理基础，光纤通信领域的创新往往意味着宽带互联网相关行业的巨

大升级。因此光纤通信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和创新能力培养教学改革，对实现我国创新发展战略有着重

要意义。 

2. 课程教学的环节 

一门工学课程的教学包括教材、教学和考核三个环节。其中，教学环节又包括理论和实践教学。随

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网络教学兴起，逐渐成为教学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理论教学在线下课堂中完

成，故也叫课堂教学。因此，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一门工学专业课的教学包括教材、课堂、实践、网

络和考核五个环节。 

3. 光纤通信各教学环节的现状与问题 

3.1. 课程教材的现状和问题 

光纤通信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理论教材和实践教材。理论教材的内容主要包括：光纤通信的概念、

特点和发展现状、光纤结构和导光原理、光纤传输特性、光收发机、有源无源光器件、光纤通信新技术、

系统传输体制和系统设计，以及光纤通信网络等内容。实践教材一般是由厂家随实验箱配套提供实验指

导书或者由教师自行编写。目前，网络教学并无专门的教材。 
存在的问题：1) 光纤通信技术发展迅速，但理论教材的内容知识陈旧，缺乏前沿知识；2) 理论教材

和实践教材各自独立，未考虑网络教学需要；3) 教材内容以光纤通信专业知识传承为主要特点，“重理

论、轻实践”。4) 缺乏思政育人的教学内容。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很明显光纤通信课程的教材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如今课程思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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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的育人要求。 

3.2. 课堂、实践和网络教学的现状和问题 

在课时分配上，以我校通信工程专业为例，课堂教学为 32 课时，实验教学为 16 课时，网络教学 0
课时。 

课堂教学以理论教学为主。教师讲授是主要的教学手段。除了多媒体电子课件、板书外，为了帮助

学生理解枯燥而又抽象的理论知识，教师们引入了仿真软件如 matlab、optisystem [2]，以及 Flash 动画或

视频等，并在教学中采用探究法、讨论法等手段。 
实践教学一般在实验箱上进行。学生根据实验指导书或实验讲义，在实验箱上进行连线，观察、记

录和分析实验现象。此外，应用仿真软件[3]和开展校企合作[4]，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实践教学条件。 
网络教学有视频会议、社交工具和网课平台等手段。视频会议一般用于在线实时授课，是将线下课

堂教学搬到线上来完成。视频会议在这两年的新冠疫情中被学校广泛用于开展线上教学。社交工具一般

用于师生交流。网络教学常用的社交工具有 QQ、微信和钉钉等。相对视频会议和社交工具，网课平台拥

有教学资源、作业、讨论、考核等诸多功能模块，是教师开展网络教学的主要工具[5]。目前，网络教学

常与课堂教学结合，用于翻转课堂教学[6]。 
当前光纤通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主要集中在提升知识传承效率和学生应用实践能力，课程思政和

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的不多。课程思政方面，教师们需要自行从专业知识中挖掘思政元素[7]。这无疑对教

师的思想认知层次有较高的要求。创新能力培养方面，毕美华在课堂教学引入科研项目，借助 Optisystem
仿真工具培养学生创新能力[3]；侯金等则对实验设备进行改进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8]；韩凌云等在创新

能力培养视角下，讨论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和考核评价，认为创新能力培养是一个长期的、

潜移默化的过程，应贯穿整个教育教学过程[9]。 
存在问题：1) 各教学环节独立性明显，难以为创新能力培养服务；2) 课时安排上仍然是重理论、轻

实践，网络教学叫好不叫座；3) 以实验箱为主的实践教学对创新能力培养作用有限，往往需要教师重新

设计；4) 无论课程思政还是创新能力培养，都依赖教师自主发挥。 

3.3. 课程考核的现状和问题 

过去采用“一考定分数”这种单一考核方式，难以体现学生的综合能力。随着多元化、全过程理念

的引入，现在的考核方式基本上都会结合平时表现和期终考核进行。以本校为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独立设课和考核。理论课程的考核方式为“大作业或试卷考试 + 课堂表现 + 思政作业”；实践教学的

考核方式为“平时表现 + 操作考试 + 实验报告”。 
存在问题：1) 考核目标仍然以知识掌握程度为主；2) 不同教学环节对应不同的考核内容；3) 网络

教学一般作为课堂教学的一部分进行考核。 
目前的考核方式下，很难对思政育人和创新能力培养效果进行有效检验。 

4. “五位一体化”与光纤通信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4.1. “五位一体化”课程教学理念 

当前光纤通信等工学课程的课程思政和创新能力培养教学，不过是在传统的课程教学体系上，依赖

教师们的聪明才智修修补补，未能形成卓有成效的体系。信息化教育时代呼唤新的课程教学体系。为此，

本文提出了“五位一体化”课程教学理念以构建新的课程教学体系。其基本思想是：对教材、课堂、实

践、网络和考核进行重新设计，融合知识传承、价值塑造和创新能力培养为一体，形成“五位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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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体系，为“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图 1 为该理念下

的课程教学体系模型。该模型为三角形结构，寓意教学体系的稳固。教材和教学内容即整个三角形，代

表一体化课程教学体系的基础。三角形从上到下分别为考核、网络教学、实践教学和课堂教学四个层次，

意指教材和教学内容涵盖其余四个课程教学环节。从最下层课堂区域到最上层考核区域，面积逐渐减少，

意指各教学环节涉及的知识覆盖深度和广度。三角形的从左向右分为三个区域，分别代表知识传承、价

值塑造和创新能力培养三个教学目标。教学目标融入教材和教学内容。每个教学目标都贯穿四个教学环

节，意味着每个教学环节都有相应的教学目标设计。下面以光纤通信课程为例探讨该理念下课程教学改

革路径。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system of “five links integration” 
图 1. “五位一体化”课程教学体系模型 

4.2. 光纤通信“五位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4.2.1. 教材和教学内容满足课堂、实践和网络教学，以及课程思政和创新能力培养所需 
传统的光学通信课程教学体系，以知识传承为主，能力培养为辅。故在教材和教学内容方面，理论

课对应理论教材，实验课对应实验教材。教材和教学内容为光纤通信理论知识或知识验证型的实验内容。

基于课程思政和创新能力培养要求，按照“五位一体化”课程教学理念，光纤通信教材和教学内容改革

路径为： 
• 增加课程思政内容板块。例如在绪论章节，增加“现代光纤通信之父”高锟的成长经历。 
• 增加创新能力培养内容板块。创新能力体现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可在教材适当章

节设置探究性、项目式的任务。 
• 教学内容涵盖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网络教学的特点和需求。如光纤的导光原理，学生难以理解，教

材纳入理论知识的同时，可以提供网络教学视频供学生反复观看，并提供光纤导光原理的仿真设计让

学生加深理解原理。 
• 针对知识传承、课程思政和创新能力培养需要，设置相应的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 

显然，在“五位一体化”课程教学理念下，教材和教学内容是融合其它四个教学环节的载体，是实

施一体化课程教学体系的核心。 

4.2.2. 课堂、实践和网络教学环节有机结合，形成教学过程的一体化 
传统的光纤通信课程的教学实施环节，课堂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独立进行，网络教学为课堂理论教

学的辅助。传统光纤通信课堂和实践教学的分离，源于实践设备数量少于课程学生人数。增加实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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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学生人数或适应实践设备数量实施小班教学，即可让课堂和实践教学融为一体。此外，采用仿真技

术开展实践教学，也可以解决设备限制问题。线下课堂、实践教学和网络教学的分离，同样也是受限于

网络技术和终端电脑设备普及度不高。如今 5G 无线宽带互联网技术和学生笔记本普及的情况下，线下

和线上教学之间的限制微乎其微。因此，在仿真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笔记本终端普及的情况下，课

堂、实践和网络教学具备了形成教学实施过程一体化的基础。基于课程思政和创新能力培养要求，按照

“五位一体化”课程教学理念，光纤通信课程课堂、实践和网络教学改革路径为： 
• 在一体化教材的支持下，将教学内容按课堂、实践和网络教学实施环节进行分解，利用仿真技术和网

络教学平台，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开展一体化教学。其特点为课堂教学融入实践和网络教

学，实践教学中融入课堂理论和网络教学，网络教学中融入课堂理论和实践教学。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如讲解光收发机时，用 optisystem 软件同步进行仿真实验，并让学生借助网络来解决实验问题。 
• 在一体化的教学过程中，三个教学环节在完成教学目标上各有侧重。课堂理论教学侧重专业理论知识，

实践教学侧重创新能力培养，网络教学侧重课程思政育人。 

4.2.3. 考核以教材为基础，融入课堂、实践和网络教学的各个环节，对学生的专业知识、思想认识和创

新能力进行考察 
传统的光纤通信课程考核主要考察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兼顾学生的平时表现。基于课程思

政和创新能力培养要求，按照“五位一体化”课程教学理念，光纤通信课程考核环节的教学改革路径为： 
• 在一体化教材支持下，考核应针对知识传承、思想认识和创新能力培养进行设计。 
• 考核环节融入到各个教学实施过程之中环节，真正实现全过程、全方位评价。如讲解高锟成长经历后，

就可以对学生从高锟经历中的领悟进行育人效果考核，光收发机理论和实验教学后，立即进行知识和

能力考核等。 
• 研究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尽可能实现对学生的全面考核。如平时观察学生的表现，同学生通过讨论，

安排学生一些任务等。 

5. 结语 

无论是课程思政还是创新能力培养，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贯穿到整个课程的教学流程。本文

提出了整合教材、课堂、实践、网络和考核各环节的“五位一体化”课程教学理念，并初步探讨了该理

念下光纤通信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如何基于“五位一体化”理念进行课程教学改革，以适应课程思政

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育人要求，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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