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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重点围绕光电类课程教育教学改革进行论述，剖析了光电类课程课堂教学过程中面临的

“授课难”、“听课难”等传统问题，提出通过可视化问题导引与科研驱动的教学模式改革，结合考评模

式创新与授课反馈机制，来提升学生内在学习动力，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进而推进光电类课程课

堂教学问题的解决，为当前国际竞争、对抗等复杂环境背景下的新质人才培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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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时代，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

创新已成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

动力。从国际形势来看，各国纷纷加大对科

技创新的投入，积极争夺科技制高点。在人

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科技创新成

果不断涌现，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

式和国际竞争格局。在此背景下，创新人才

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其不仅是推

动科技创新的关键力量，更是提升国家综合

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而创新人才

的培养，离不开教育体系的支撑，只有不断

深化教育改革，构建起适应时代需求、能够

激发创新思维、培养创新能力的教育模式，

才能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创新型新质人才，

从而推动我国从传统制造业大国向创新驱动

科技强国迈进的步伐。

一、教学模式创新融入光电类课程的价

值意蕴

（一） 深化教育模式改革的时代要求

新时代发展浪潮中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

迫切需求，给高等教育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为教育模式改革提出了全新要求。

传统本科生教育模式往往注重知识的灌输，

缺乏兴趣导引及有效驱动环节，难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使学生普遍面临

“记忆环节多、思考环节少”的学习困境，

导致其在理论知识层面往往具有一定的储备，

但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跨学科整合能力相

对薄弱
[1]
。而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够迅速适

应复杂多变工作环境、具备创新思维和实践

动手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了提升大学人才

培养与未来社会需求的匹配度，保障我国在

未来国际竞争、对抗等复杂环境下的高质量

人才梯队，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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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远，先后发布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等

一系列政策方针，不断推动和深化本科生的

教育模式改革。

（二）国内外教育模式改革研究进展

在教学能力自我提升的驱使下，以及国

家教育教改政策的激励下，国内近年来涌现

出了一系列诸如“翻转课堂”、“微课堂”、

“问题导引教学”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传统课堂限制，使教

学更加灵活、多样化和个性化
[2,3]

。“翻转课

堂”重新安排了课堂内外时间，让学生课前

预习，课堂上讨论和互动解决问题，从而更

好地掌握知识，这种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教学

流程，强调学生主动参与和自主学习。“微

课堂”则通过小视频将知识点分解，方便学

生随时随地学习，满足了学生碎片化学习的

需求。“问题导引教学”通过设计合适的问

题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有效促进学生的主动

学习并激发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问题解

决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国外方面，近年来同样将教育模式创新

改革的重点瞄准了信息化教学领域，人工智

能工具教学等更是成为信息化教学领域的研

究热点。英国教育技术专家迈克·夏普等
[4]

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在教学中发挥不

同作用。例如，其可以作为思维拓展工具，

提供对学生的持续激励，甚至是成为合作设

计者。元宇宙被视为 3D 虚拟现实版的互联

网，它将现实的物理世界和网络中的数字世

界连接了起来。2022 年，美国有 10 所大学

创建了“元大学（对应于元宇宙）”，其通过

虚拟现实为学生提供各种服务，例如，面向

医学生提供低成本的虚拟解剖，从而降低学

习成本
[5]
。还有一些大学利用数字孪生构建

与现实世界实验室、工艺流程或校园对应的

数字模型。元宇宙还能被应用于操作技能的

学习，学生可以与来自不同地点的学生互动，

完成维修任务
[6]
。

纵观近年来国内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方

面的进展与现状可以发现，通过不同的技术

途径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知识的可视化，

结合科学问题导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创新思维，从而将“被动式灌输”转化为

“主动式思考”，是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的一

大趋势。

（三）光电类课程教学授课现状

在教育教学改革具体研究与实施过程中，

一种科学有效的教学模式的确定，往往需要

紧密结合所授课程的特点。以光电类课程为

例，多学科交叉性、前沿性与创新性、以及

实验设备依赖性等使得单一模式授课的有效

性大打折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难通过

简单的文字图片描述让学生完全理解抽象的

理论知识。学生则在多学科复杂知识体系的

高门槛下，容易产生畏难情绪，进而失去学

习兴趣和动力。此外，教学与科研的脱节也

是一个突出问题。光电领域科研进展迅速，

新技术和成果不断涌现，但教学内容未能及

时跟进，导致学生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脱节，

无法满足未来工作和科研需求。因此，深化

教育教学创新研究，探索多模式结合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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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解决光电类课程“授课难”、“听课难”

现状是亟待解决和突破的教改问题。

二、可视化问题导引融入光电类课程教

育教学改革

（一）问题导引融入课堂教学

在光电类课程教学过程中，基于建构主

义理论、认知负荷理论、以及最近发展区理

论，设置具有针对性、启发性、趣味性和开

放性的问题导引环节，能够有效引导学生主

动学习，提高其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显著

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授课效果。例如，

在讲述光辐射器件、光调制器件、光电探测

器件等章节内容，设计诸如“LED 的光能否

转化成激光”、“温差电效应能否逆向应用”

等发散性问题，引导学生关联知识储备思考

新的学习内容。

（二）可视化呈现方式

将导引问题进行可视化呈现是提升教学

效果的关键手段。通过课堂实验展示、动画

演示、数字人 AI 辅助等手段，可以将导引

问题以直观、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调动学

生学习兴趣与主动性，助力学生更好地吸收

课程重点难点知识，提高教学质量。例如，

利用温度计、热电偶和直流电源可以在课堂

上便捷地演示逆向温差电效应等现象。通过

视频动画可以将“如何实现激光工作物质粒

子数反转”这类较为抽象的问题形象地展示

出来。借助数字人、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还可以构建丰富的虚拟场景，助力

学生更好理解课程知识。

三、多样化科研驱动助力光电类课程教

学

多样化的科研驱动可以为学生提供了主

动探索知识的机会，使之能够将所学的理论

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从而感受到知识的

实用性和价值。同时可以拓展学习视野、增

强科研兴趣，最大程度地提升学生对光电类

课程的学习动力以及创新思维。

（一）前沿热点与专题讲座

前沿热点与专题讲座是将科研融入教学

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光电领域，科技发展日

新月异。通过举办前沿热点讲座，邀请行业

专家、学者走进课堂，向学生介绍科技前沿

和发展趋势，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

索欲。通过诸如量子点发光二极管、有机光

电探测器等前沿热点介绍，学生能够感受专

业知识的价值所在，提升内在学习动力。通

过专题讲座，学生可以与专家互动交流，拓

宽学术视野，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同时

培养创新思维。

（二）科研院所参观学习

科研院所参观学习是让学生近距离接触

科研实践，开拓视野，增强学习动力的重要

方式。根据光电类课程内部，组织学生参观

科研院所，能够让学生了解科研机构的研究

方向、科研设施和科研成果，感受科研氛围。

在参观过程中，学生可以切身体会科研工作

的严谨性和创新性。此外，通过与科研人员

进行交流互动，可以加深对光电知识的理解，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四、考评模式创新与授课反馈机制助力

教改成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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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有效地教学过程评分机制

建立有效的教学过程评分机制是全面评

估学生学习状态和积极性的重要举措。传统

的考评方式主要侧重于期末考试成绩，难以

全面反映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进

步。将日常授课过程中的课堂讨论发言、课

下调研等活动参与度纳入课程成绩考评环节，

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

对于日常教学过程中积极发言、积极参与课

下调研活动的学生，在教学过程评分环节可

给予较高的分数，以激励学生学习，提高学

习效果。

（二）探索开放性课题期末考评机制

探索开放性课题期末考评机制是优化考

评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传

统的期末考评方式往往侧重知识记忆层面的

考核，这种方式虽然能够强迫记忆，但容易

忽视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能力。引入开

放性课题考评机制，采用单人或小组合作的

方式，可充分审视学生对知识原理的掌握及

应用程度。既降低了记忆层面的压力，又能

够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

水平。

（三）建立有效的授课反馈机制

建立科学有效的授课反馈机制是持续优

化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环节。通

过微信小程序等工具收集学生对课程的实时

反馈，并进行整理分析，可以及时了解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开始有针对性的教

案优化。从而确保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提

升，促进学生更好的吸收课堂教学内容。

五、结语

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创新型人

才培养已经成为支撑大国竞争的战略基石，

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具有举足轻重的

意义。光电类课程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作为高

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承载着特殊使命。

通过不断推进可视化问题导引与科研驱动的

教学模式改革，开展考评模式创新，建立授

课反馈机制，加强跨学科融合和智能化教学

工具应用，有望解决光电类课程教学过程中

面临的传统问题，从而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

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光电类专业人才，为实现

科技自立自强和国家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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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zation problem guidance and research drive: reshaping the new paradigm of

optoelectronic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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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of optoelectronic courses,

analyzes the traditional problems faced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of optoelectronic courses

such as "teaching difficulty" and "listening difficulty", and proposes a teaching mode reform guided

by visual problems and driven by scientific research, combined with innovative evaluation modes

and teaching feedback mechanisms, to enhance students' intrinsic learning motivation, cultivat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promote the solu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problems

in optoelectronic courses, contributing to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talents in the current

complex environ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confro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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