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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阵地，研究生课堂教学是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本文以《光电子技术》课程为例，探讨了如何在研究生课堂教学过程中，

通过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方式创新和教学资源建设，有效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

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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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Postgraduate classroom teach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in the process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Taking the course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improve training 
qua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postgraduat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s, in-
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postgraduate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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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

强国[2]。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是推动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强大驱动[2]。而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较量就是科技创新能力的较量。科技创新的基础是教育，科技创新归根结底还要

依靠人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重视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为迫切[3]。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目标的征程上，要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也更加需要自主培养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需要更多高

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研究生是国家科技力量的重要后备力量，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直接影响

到国家创新型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研究生培养在人才培养的顶端，

是高等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最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因素，因此，大力

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而研究生的培养要以课程作为抓手，

针对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紧抓课程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国家和行业输

入更多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 

2. 研究生课堂教学 

2.1. 研究生课堂教学现状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是教学活动的基础。根据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学习主要设置在研究生的低年

级学习阶段，是研究生培养的基础，对于培养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科学精神、创新思维及实践能力都

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在研究生课堂教学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我院光电系统与控

制专业为例，研究生课程授课教师虽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素质、扎实的专业技能及规范的教育素养，但

在研究生课程内容把握、教学管理、教学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课
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陈旧，脱离科技发展趋势；2) 教学方式单一，学生学习兴趣不足；3) 考核方式以闭卷

考试为主，不利于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 

2.2. 《光电子技术》课程特点和培养目标 

《光电子技术》是将光子技术和电子技术相结合的一种交叉性的新技术，是光电信息产业的支柱，

也是国家信息产业的基础技术之一，在通信、材料、能源、信息存储显示、医疗及国防等领域都有着广泛

的应用[4] [5]。《光电子技术》与最先进的技术紧密相连，符合我国“中国制造 2025”战略需求，也迎合

了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需求。根据我院光电控制与系统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光电子技术》课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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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制定了相应的课程目标(表 1)，并根据研究生课程的特点，围绕课程培养目标实施教学课程改革。 
 

Table 1. Training objectives of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urse 
表 1. 《光电子技术》课程培养目标 

课程能力培养目标 

目标 1 掌握光学、电磁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光电子技术的应用领域以及光电信

息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前沿趋势。 

目标 2 学习研究光电子学的基本方法，能够将光子学问题归结为数值求解问题并完

成数值计算和实现图形显示功能。 

德育培养目标 

目标 1 了解光电信息学科前沿，扩大视野，引导学生勇于思考、乐于探索发现，培

养良好的科学素质。 

目标 2 培养正确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 

3. 将创新思维融入光电子技术课堂教学具体措施 

根据《光电子技术》课程特点和课程培养目标，《光电子技术》课程不仅要包括光电技术基础理论

知识，更需要融合相关现代技术应用和科技前沿进展，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因此，需要在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3.1. 教学内容 

我校光电系统与控制研究生专业课《光电子技术》选用西南科技大学周自刚教授编著的教材，本教

材以激光光源的产生、传输、调制、探测、成像和显示为主线，系统地介绍了光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和基础应用，在内容上也紧扣当前光电产业的发展前沿[4]。但对于研究生课程，如果按课本内

容进行讲授，体现不出“研究”，很容易成为本科生课程的翻版，必须在教学内容上进行调整，体现出

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教科融合趋势。我们根据课程特点将授课内容分为光源的产生、光的传输、光的

调制、探测、成像和显示 6 个专题，对每个主题分基本概念原理→案例分析→前沿课题讲座三个内容进

行，减少可自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讲授课时，引入实际案例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深入理解基础理论

知识与实践的结合，掌握典型光电子器件的结构原理、特性参数的描述，提高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

能力；增加前沿课题讲座，介绍光电技术相关科学前沿进展，让学生了解光电领域的理论研究热点和工

程实践热点及其发展趋势，熟悉光电行业发展方向的典型领域研究内容、相关理论技术，进一步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3.2. 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也要避免本科教学讲授式的教学方法，充分体现研究生“研究”的特点。我们在案

例教学过程中，采取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以问题为导向，将学生进行分组进行案例研讨，让学生

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前沿课题讲座教学过程中，教师介绍光电技术最新相关应用及科研进展，并设置若干主题，让学生自

行选题进行文献调研后并进行分组汇报，模拟小型学术交流会，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3.3. 考核方式 

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变，考核方式也需进行相应的改变。我们不再采取“70%期末卷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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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 30%平时成绩”本科式的考核方式，而采取更加灵活的考核方式，以期末卷面成绩、研讨和主题汇

报成绩作为考核主体，并降低平时成绩占比，即“30%期末卷面成绩 + 30%研讨成绩 + 30%汇报成绩 + 
10%平时成绩”。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进一步激发研究生的研究乐趣，促进学生课堂教学的参与积极

性，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综合素质。 

4. 结束语 

研究生教学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环节。我们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方面对研究生

《光电子技术》课程进行改革，从而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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