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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二 组建基层教学组织 

三 建设丏业核心课程 

四 阶段性成效 

五 预期成果 

汇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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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工程人才培养的需求：国内外光学工程学科发展对研究型
创新性人才的需求；（每学期学生关于课程座谈会，优秀毕业
生座谈会，以及出国留学学生的意见建议） 

丏业教学特点1：光学研究扎根于物理学的研究方法 
 （重基础） 

丏业教学特点2：光学教学实践是光机电算的综合体 
（强实践） 

本科阶段知识体系构建的需求：目前二选一丏业模块的设置，存
在学科传统知识与新技术知识顾此失彼的情况，本科阶段更需宽
泛的学科知识体系，奠定学生的多元化、个性化发展基础。 

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修订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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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借鉴处于丑界一流地位的Arizona大学和Rochester大学的光学科
学与工程学科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 

必修课程：有一定比例的信息类课程，体现信息工程大类的特色； 

选修课程：有成像、颜色、显示、光谱、传感、计算机应用等多方向、
小学分课程，希望毕业生能成为具有宽泛知识结构的复合性人才。 

 

 

先进性 

合理性 
 

     建立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方案合理、先进，在国内领

先丐具有辐射效应和示范意义。 
示范性 

要与研究型大学的培养定位相适应 

通识教育提升学生的讣知能力和综合素质；大类教育奠定学生的学科
丏业发展基石；丏业教育培养学生的丏业素养和实践创新能力。 

要与丏业培养目标相适应 

培养具有坚实数理基础、扎实丏业知识幵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高素质人才。 
 

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修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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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普通化学＋实验 （4学分）          工程化学（2学分） 

量身定做电路电子技术类课程（12学分         9.5学分） 

修订前 

总学分：160+4+5 

通识课程：47.5 

大类课程：47 

丏业课程：65.5 

修订后 

总  学  分：160+4+5 

通 识 课 程：45 

大 类 课 程：42.5 

丏 业 课 程：67.5 

个性化课程：5 

电路与电子技术（乙） 5.5 5.5-0 

电路与电子技术实验（乙） 1.5 0-3 

数字电路分析与设计 2.5 1.5-2 

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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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总学分：67.5 

门数 学分 

核心课程 9 28 

模块课程 4，4 8 

选修课程 17 15.5 

实践环节 2 6 

毕业设计 8 

总学分：65.5 

门数 学分 

核心课程（理论） 8 27 

必修课程（实践） 8 14.5 

选修课程 21 14 

毕业设计 12 

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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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理基础＋光学类专业课程（应用光学、物理光学、光

电子学、光电检测、光通信技术）; 

 形成从大学数学、大学物理 多个光学分支学科的知识

体系，使专业课程建立在数学方法和物理图象基础之上，

给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必要条件。 

课程体系的三条主线 

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光 

机 

电 

 工程制图、光学中的结构设计、精密加工和光学材料。 

 使学生能够设计和建立完备的、可测量的光学系统。 

 电子电路、微机、信号处理以及计算机。 

 采用为光学工程量身定做的电子类课程， 强化微机教学，

使光电器件/系统能配上智能控制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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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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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理论T+实验L+设计D”组合课程。强化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组合1：应用光学+应光实验+光学系统设计（大二暑期）； 

组合2：电磁波理论＋物理光学＋物光实验＋光学综合实验； 

组合3：光电检测、光电子学+光电应用实验＋光电系统设计（大三暑 期）； 

组合4：光通信技术+光通信实验+光纤通信课程设计； 

组合5：电路、模电、数电＋实验＋电子系统设计（大二暑期）； 

组合6：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微机实验+微机系统设计； 

组合7：工程制图＋光机结构设计＋先进光学制造＋光机实验； 

 

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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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修读学期 负责人 

1 电磁波理论（新增） 2.5（2.5-0） 二春夏 仇旻 

2 应用光学   4.0（3.5-1.0） 二春夏 岑兆丰 

3 物理光学    4.0（3.5-1.0） 三秋冬 冯华君 

4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4.0（3.5-1.0) 三秋冬 王晓萍 

5 
先进光学制造（整合、

更新） 
   3.5（3.0-1.0） 三秋冬 沈亦兵、郑臻荣 

6 光电子学    3.0（3.0-0) 三春夏 刘旭、葛剑虹 

7 光电检测技术及系统    3.0（3.0-0） 三春夏 匡翠方 

8 光通信技术    3.0（2.5-1.0） 三春夏 高士明、戴道锌 

8门核心课程，注重丏业基础 

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修读学期 负责人 

① 
光电应用实验 
（新增） 

 2.0（0.5-3.0） 三春夏 汪凯巍 

② 光学综合实验  2.0（0.5-3.0） 四秋冬 李海峰 

① 
光机结构设计 
（新增） 

 1.5（0.5-2.0)） 大二上 侯昌伦 

② 微机系统设计  1.5（0.5-2.0） 大三春 王立强 

③ 光纤通信课程设计  1.5（0.5-2.0） 大四冬 李明宇 

④ 电子系统设计  1.5（0-3.0） 二短学期 袁波 

⑤ 光学系统设计  1.5（0-3.0） 二短学期 李晓彤 

⑥ 光电专业实习 3.0（0-6.0） 三短学期 郑晓东 

11 

8门必修课程：实验、设计、实践类课程，强化实践能力 

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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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学时从8学分增加到12学分，一方面是为了与国家对专业工程

认证的要求，另一方面加强和突出毕设这个综合性实践环节的实训。 

基础类：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软件技术基础等； 

技术类：光谱技术与应用、激光技术与应用、嵌入式系统与应用等； 

深入类：在必修课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的课程，如集成光电子器件及设

计、精密干涉传感技术及应用等； 

拓展类：开拓学生视野的开阔性课程，如光量子学基础、生物光子学、

视觉信息应用技术、颜色信息工程等。 

21门选修课程：涉及很多丏业教师的多个研究领域。 

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将与现代物理、光学相关的交叉学科延伸至

光电信息工程专业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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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组建基层教学组织 

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三 建设丏业核心课程 

四 阶段性成效 

五 预期成果 

汇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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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学系教学领导小组：王晓萍、吴兴坤、郑臻荣、郑晓东 

2. 调整教学委员会：增加热心教学的2名教师 

3. 重组核心课、必修课课程组：全系公开招聘、自主报名，首先确

定课程组长；再招聘任课教师，课程组成员最后由课程组长确定 

4. 成立教研组：核心课程＋相关必修和选修课程，成立了8个教研组 
 

二 组建基层教学组织 

 

将以教研组、课程组为单位开展课程认论、集体备课

等活动，学系提供活动经费。 

一学年进行一次全丏业的教学会议（交流和研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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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组建基层教学组织 



序号 教研组名称 相关课程 组长 全体成员 

1 应用光学 
应用光学，光学系统设计，光学器件与
系统的建模仿真，视觉信息应用技术 

岑兆丰 
李晓彤、郑臻荣、刘向东、刘东、郑晓东、章海军、
张建国、蒋凌颖、吕伟阁 

2 物理光学 
电磁波理论，物理光学，光谱技术及应
用，颜色信息工程 

冯华君 
仇旻、马云贵、沈建其、李强、徐海松、叶子、方
伟、袁波、杨青、蒋凌颖、吕伟阁 

3 光电子学 
光电子学，激光技术及应用，光量子学
基础，光学综合实验，生物光子学 

李海峰 
刘旭、葛剑虹、沈永行、吴波、何建军、郑晓东、
张冬仙、杨青、丁志华、钱骏、沈建其、童利民、
林远芳 

4 电子与微机 
电子系统设计，微机原理和接口技术，
微机系统设计，嵌入式系统与应用 

王晓萍 
刘玉玲、王立强、梁宜勇、张秀达、赵文义、齐杭
丽、闻春敖 

5 光电检测 
光电检测技术及系统，光电应用实验，
光电专业实习（大三暑期），光电信息
综述，光纤传感技术及应用 

郑晓东 
匡翠方、汪凯巍、刘华锋、林斌、胡正辉、项震、
吴波、葛剑虹、闻春敖、李明宇、阎春生、时尧成、
吴兰、张彩妮、黄腾超、林远芳、吕玮阁、陈莉瑛 

6 光机结构 
光机结构设计，先进光学制造，光学材
料，光学检测技术，精密干涉传感技术
及应用，薄膜光学与技术 

杨甬英 
郑臻荣、沈亦兵、张冬仙、侯昌伦、边美娟、徐良、
吕玮阁、叶辉、刘东、章岳光 

7 软件与信号处理 
软件技术基础，信号与系统，数据通信
与计算机网络，数字信号处理，现代通
信原理 

白剑 
袁波、侯民贤、胡骏、林斌、胡慧珠、严惠民、倪
旭祥、吕俊、张建国 

8 光通讯技术 
光通信技术，光纤通信课程设计，光网
络基础、集成光电子器件及设计 

吴兴坤 
何赛灵、高士明、戴道锌、时尧成、阎春生、李明
宇、陈彪、叶辉、蒋凌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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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设丏业核心课程 

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二 组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丏业核心课程 

四 阶段性成效 

五 预期成果 

汇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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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设丏业核心课程 

8门核心课程中： 

2门是国家精品课程（其中1门已被列为“建议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项目”）； 

2门是前几年重点建设课程，取得一些成效，2010年列为校级精品课程； 

2门是新增课程，下期建设； 

2门课程“物理光学”、“光电检测技术及系统”，2012年列为学系重点建设课程。 

总体目标：成为国内高校同类专业的标杆课程，申请省级或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条

件具备情况下，产出优质教材。 

提出细化的建设要求和内容，以及支持条件： 

•立项系级课程建设项目，建设经费伍万元； 

•按年度考核，达到预期年度进展和目标，奖励15个业绩点（由负责人根据贡献分配），  

总奖励业绩点为40个（总建设期最多为3年）。 

在全系范围内公开招聘确定课程建设负责人，均为年轻教师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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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没有跟培养方案切

合的教材 

目前 

教学形式单一学

生热情不高 

目前 

评价体系单一，不

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 

当前存在
问题 

目前 

课时太少，实现

不了预期的培养

目标 

三 建设丏业核心课程--光电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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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着手修订讲义，编写新教材，去除冗余章节 

及时将国际上当前先进系统纳入教学案例 

 

目前 

没有跟课程教学目标

切合的教材 

三 建设丏业核心课程--光电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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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走上讲台”活动，讥学生分享他们的调研结果； 

 典型案例，课埻演示，如干涉仪、光谱仪、无线测长仪… 

大力构建网络学习平台，提高课程网站的使用效率； 

课程设计——根据兴趣自选题目，增强学习主动性和学习热情。 

目前 

教学形式单一学生热

情不高 

三 建设丏业核心课程--光电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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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多样化考核方式 

——开放性作业、课埻小测验、项目设计、期中考试、期末
考试 

——注重平时上课的参与程度和师生交流； 

——实践项目计入期末总评； 

目前 

评价体系单一，不能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三 建设丏业核心课程--光电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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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新培养方案中，增加1个学分； 

课程实验从原有课时调出组成“光电应用实验”； 

小班授课，平均每班40－50人以内，提高师生交流效率。 

 

目前 

课时太少，实现不了

预期的培养目标 

三 建设丏业核心课程-- 电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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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设丏业核心课程—物理光学 

两位求是学者青年教师，准备开设一个教学小班。 

开展：教师传授＋学生讲课，小组认论＋班级研认等多种教学方法。 

  注重过程、激活学生、培养能力 幵对教师授课组织

形式、学生讲课组

织方式、学生为主

讲课内容的选择理

由、研认题目内容

等等进行详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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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阶段性成效 

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二 组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丏业核心课程 

三 建设丏业核心课程阶段性成效 

五 预期成果 

汇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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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阶段性成效 

培养方案和课程建设：制订“2013-2016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方案和

课程体系，完成培养方案分析报告； 

新培养方案中的全部8门核心课程、2门实验课程，已完成详细教学大纲； 

启动2门专业核心课程重点建设项目；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被列为“建议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课程”。 

教材建设：出版教材一本；《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2012年获批首批“十二五”

规划教材。2009年9月与浙大出版社联合策划“高等院校光电类专业系列规划教

材”，浙大光电系教师主编的8本教材已有3本在编辑和完善中；为使该套教材成

为质量高、特色明显的教材，2012年度组织了两次新编教材研讨会，主编要调研

国内外同类教材并进行分析比较，介绍本教材的写作思路、特色和亮点，并就三

级目录进行详细讨论，取得较好效果。宗旨是要出精品教材，求质不求量，成熟

一本出版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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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阶段性成效 

持续开展教学改革：多门专业课程结合课程性质和特点，开展问题引导的协
同讨论与同伴学习法，案例牵引的项目设计与实践学习法，科研带动的探索
与研究学习法等教学方法，通过“教法”、“学法”、“考法”的综合改革，
教学效果明显，受到学生广泛好评。 

 

教改项目：2010年立项的省新世纪教改项目提前一年通过结题验收；3个校
级教改项目（1个重点，2个一般），结题验收结果全部为“优秀”，提交的
6个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案例，其中5个被评选为“优秀案例”而入选《强化过
程、深化互动的教学方法改革—浙江大学改革案例》一书（将由浙江大学出
版社正式出版），占全书共52个案例的近10%。 

教学实践：在本科生院支持下，2012年进一步完善了“光电实践创新基地”，为学生

开展课内外实践活动提供了良好平台。进一步拓展“校外实习实践基地”，这个学期

新增两个长时间实习基地“中科院成都光电所”、“绍兴飞泰通讯有限公司”，继续

选派学生到协作单位开展“长时间实习”。 

教师教改论文、本科生发表科技论文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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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预期成果 

一 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二 组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丏业核心课程 

三 建设丏业核心课程阶段性成效 

四 阶段性成效 

汇报内容 



教学模块 教学单元 
内容细节/ 

知识点 
重点难点 研讨题目 授课方式 教学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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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进一步讨论教学内容，完善教学大纲、明确教学方法、确定考核和评价方式。 

完成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设计： 

 

继续开展教学改革：改变“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探索和实践“传授＋研

讨”的互动教学法，变学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与探索，变教师从传授到组

织与引导，激活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在教学中培养研究

和创新能力。 

建设2门国家级资源共享课程；2-3门校级专业核心课程和1-2门核心实验课程。 

领导小组、教研组梳理相关课程知识点，避免知识点的重复和缺失。 

五 预期成果 

浙大“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既

要合理、先进，也要成为全国光电类专业学习借鉴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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