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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技术应用专业建设标准化和国际认证工作的说明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9 年完成机构调整。光电技术应用专业调整前属于光

电工程系，与光电制造与应用技术、精密机械技术构成专业群，三个专业分别以 LED 行

业、光学零件加工行业、激光与先进制造为面向进行各具特色的专业建设。2019 年 9

月，原光电工程系中光电制造与应用技术、精密机械技术划入装备制造学院。光电技术

应用专业划入光电信息学院，与应用电子技术、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一起组成了新的

专业群。专业群中两个兄弟专业应用电子技术和通信技术专业非常重视专业建设标准化

和国际认证工作，分别通过了 iso29990 认证和悉尼协议认证。根据学校总体工作安排，

各专业依次进行不同类型的专业标准国际认证，本专业安排进行 UK naric 项目已经通过

招投标，即将开展进行认证工作。 

虽然认证工作尚未开展，但本专业在一流校建设过程中一直积极学习这两个兄弟专

业的专业建设标准化认证的做法，尤其是悉尼协议。据了解，悉尼协议主要认证规范包

括教育目标、学生、教学成效及评量、课程组成、教师、设备及空间、行政支持与经费、

领域认证规范、持续改善成效等九个方面的认证内容。本专业主要借鉴了其中课程组成

部分的内容，对各位核心教师所担任的最有用的课程借鉴了悉尼协议中课程目标明确化

和课程培养的核心能力明确化的理念进行了梳理和优化，提高了课程建设的水平。 

 

 

  



工程光学基础课程标准                                                                            

 

课 程 标 准 

 

 

  

课程名称：工程光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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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与定位 

工程光学基础是一门光学类相关专业的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理性和实践性都很强。主要讲授几

何光学和物理光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典型光学系统实例及应用。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几何光学和物理光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对光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和典型系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能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技术中的具体问题，并

为进一步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光电检测技术》、《LED 及其应用技术》、《光学零件加工技术》、《激光

加工技术》等课程打好基础。 

 

前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光电检测技术”，“照明技术与照明设计”。 

二、课程设计思路 

1．为能适应二十一世纪产业技术不断提升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遵循“应

用为主，面向专业需求，以必需、够用为度，学有所用，用有所学”的定位原则，力求面向专业需

求精选内容、注重基础、淡化理论推导、加强基础、突出能力目标、强化应用。 

2．突破传统的光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和教学模式，根据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形成新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模式。与后续课程及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相衔接，加强专业针对性；与学生的实际数

学水平相衔接，落实因材施教。 

3．把以学生为主体、能力训练贯穿于整个教学中，注重发展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要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5. 为服务专业，设置公共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搭建“大平台，活模块，多接口”课程体系框

架。 

6. 根据课程目标确定课程内容标准；根据课程基本要求确定必修内容。根据各专业的需求确定

选修内容。 

三、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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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具备光学文化基础以作为进一步学习光学相关类专业课程的原动

力，其中几何光学的文化基础要求较为深入，波动光学和现代光学可相对初浅。学习了本课程以后，

学生应当具备光学方面的真正的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具体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几何光学三大定律，掌握利用定律进行光线追踪分析的方法，掌握全反射等重要概念，

掌握平面光学系统如平行平板、棱镜等的分析方法。 

2）理解成像的概念，构建理想光学系统的理念，掌握理想光学系统成像的分析方法，掌握成像

分析中的符号法则。 

3）了解典型球面光学系统的成像特性及其理想近似，如单球面折射系统、单球面反射系统、薄

透镜及其组合成像系统。 

4）了解典型实际光学系统的成像原理和分析要点，包括眼睛、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等。 

5）了解光阑和光瞳、窗的概念。了解实际光学系统和理想光学系统成像的差异，了解像差的概

念，知道球差、慧差、像散、场曲、畸变、色差等像差。 

6）初步掌握光的波动性及其描述方法，初步掌握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的机理及其分析方法，

了解声光、电光和磁光效应的机理。 

7）了解光电效应、光的量子性、激光以及激光器的机理。 

2、核心能力及素养目标 

 

序号 核心能力描述 课程核心能力及素养目标 

核心能力 1 
掌握光学基本概念，

了解光学基本知识； 

1、明确知道光是电磁波； 

2、熟悉光的速度、频率、波长、颜色的概念并理解其意义； 

3、理解介质折射率的意义； 

4、了解光学学习和研究的模块划分； 

5、理解几何光学、波动光学和现代光学的内容异同； 

核心能力 2 
掌握几何光学基本

定律并熟练应用； 

1、熟悉几何光学三大定律内容； 

2、掌握反射定律、折射定律及运用其进行光路计算的方法； 

3、理解全反射的概念并能加以运用； 

核心能力 3 理解成像的概念，掌

握单球面成像系统

1、理解成像概念与物、像的虚实性； 

2、能画出单球面折射成像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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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方法 3、单球面折射成像的近轴近似计算与符号法则； 

4、单球面反射成像的计算； 

核心能力 4 
掌握理想光学系统

及其基点基面概念 

1、理解什么是理想光学系统； 

2、掌握物方焦点、像方焦点、物方主平面、像方主平面的概念； 

3、掌握焦距、焦平面的概念； 

核心能力 5 
掌握理想光学系统

图解法求像 

1、 熟悉图解法求像法则 

2、 熟练掌握图解法求像基本型 

3、 掌握图解法求像各种变化型 

4、 掌握光线追踪的方法 

核心能力 6 
掌握理想光学系统

解析法求像 

1、能从图解法球像原理图推到出解析法求像的牛顿公式； 

2、掌握牛顿公式和高斯公式的运用； 

3、掌握光路计算的符号法则； 

4、掌握组合光学系统的分步计算法； 

核心能力 7 

遵守职业道德、具备

人文素养、负有社会

责任 

1、 具备光学行业的职业道德； 

2、 具备设计人员的人文素养； 

3、 具备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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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情境、授课内容与学时分配 

表 1  《工程光学基础》学习内容一览表 

序号 学习单元 学时 主要教学方法 学期 

1 几何光学三大定律与平面光学系统 10 讲练结合 

 

2 理想光学系统与球面光学系统 1 8 讲练结合 

3 理想光学系统与球面光学系统 2 10 讲练结合 

4 典型光学系统 6 讲授 

5 光阑与像差初步 6 讲授 

6 光的波动性与光的干涉 12 讲练结合 

7 光的衍射 4 讲授 

8 光的偏振 4 讲授 

9 现代光学基础 4 讲授 

10    

五、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习单元1 几何光学三大定律与平面光学系统 学习时间 8 

学习任务 

知识点： 

1．光的直线传播定律、独立传播定律、反射和折射定

律。 

2．全反射、光程、费马原理。 

3．平面镜反射成像、平行平板的折射、棱镜的反射和

折射。 

能力训练项目： 

1．分析反射和折射光路 

2．分析全反射。 

学习重点： 

三大定律。 

 

学习难点： 

棱镜的转像分析。 

 

学习目标 

1.熟练掌握三大定律内容。 

2.掌握全反射的机理。 

3.掌握光程的概念，了解费马原理。 

4.能用反射定律分析平面镜反射成像和棱镜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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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用折射定律分析平行平板的折射和棱镜的折射。 

6.能进行反射和折射综合光线追踪。 

学习单元2 理想光学系统与球面光学系统1 学习时间 8 

学习任务 

知识点： 

1．单球面折射成像、单球面反射成像 

2．理想光学系统的基点与基面。 

3．理想光学系统的图解法求像。 

能力训练项目： 

1．单球面折射和反射的计算 

2．光路作图。 

学习重点： 

符号法则、理想光学系统。 

 

学习难点： 

图解法求像的辅助线。 

 

学习目标 

1.能用三大定律分析光路，解决单球面折射成像问题的理论分析。 

2.能用公式计算求解单球面折射和反射成像问题，并熟悉符号法则。 

3.在脑袋里建立和理解理想光学系统这一逻辑概念。 

4. 理解和熟练运用熟练理想光学系统基点和基面的概念用于作图。 

 

学习单元3 理想光学系统与球面光学系统2 学习时间 10 

学习任务 

知识点： 

1．理想光学系统作图法与牛顿公式的关系 

2．牛顿公式与高斯公式。 

3．薄透镜与薄透镜组合计算及其光焦度。 

能力训练项目： 

1．符号法则、作图、公式综合 

2．公式计算求物像关系。 

学习重点： 

公式。 

 

学习难点： 

符号法则综合运用。 

 

学习目标 

1.知道牛顿公式是怎么来的、知道高斯公式可用牛顿公式推导出来、记住所有公式 

2.能结合作图法熟练运用公式计算。 

3.能区分物理概念和逻辑概念，知道这里的概念是逻辑概念。 

4.回归到薄透镜的问题时知道它和单球面折射的区别：物理——>逻辑。 

5.薄透镜光焦度的计算。 

学习单元4 典型光学系统 学习时间 6 

学习任务 

知识点： 

1．眼睛、放大镜的机理和放大率 

2．望远镜、显微镜的机理和放大率。 

3．照相机的光圈数、景深、镜头类型、投影系统。 

能力训练项目： 

1．分析光学仪器的成像机理和放大率 

学习重点： 

成像机理。 

 

学习难点： 

望远镜的作图分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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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眼睛的结构和成像机理。 

2.了解放大镜和物镜的使用方法和放大率。 

3.了解显微镜的分析机理和放大率。 

4.了解望远镜的分析机理和放大率及其和显微镜分析的不同。 

5.了解相机和镜头的相关知识。 

学习单元5 光阑与像差初步 学习时间 6 

学习任务 

知识点： 

1．光束限制的概念 

2．孔径光阑、视场光阑。 

3．入射光瞳、出射光瞳、入射窗与出射窗。 

4. 像差的成因与数学描述 

5. 球差、慧差、像散、场曲、畸变、色差 

能力训练项目： 

1．光瞳的分析 

2．像差的简单分析。 

学习重点： 

光阑、光瞳与窗、像差的类型。 

 

学习难点： 

光瞳的分析。 

 

学习目标 

1.知道光束限制的意义 

2.了解光阑的作用和类型。 

3.了解光瞳概念的意义以及窗的概念。 

4.了解像差的概念和数学描述。 

5.能初步分析球差和色差。 

6.知道其余几种像差。 

学习单元6 光的波动性与光的干涉 学习时间 12 

学习任务 

知识点： 

1．光的颜色和波长的相关知识 

2．可见光与电磁波谱。 

3．振动和波动的数学描述。 

4．麦克斯韦方程组 

5．光的相干性。 

6．干涉的概念和分类。 

7．光程差与干涉的分析。 

8．杨氏干涉 

9．薄膜干涉。 

10．干涉仪与多光束干涉。 

 

能力训练项目： 

1．波的正弦描述 

学习重点： 

杨氏干涉和薄膜干涉的分析。 

 

学习难点： 

等倾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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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程差分析干涉。 

学习目标 

1.掌握光的颜色和波长的相关知识 

2.知道麦克斯韦方程组。 

3.了解光波的正弦描述。 

4.了解相干的概念、干涉的概念和分类。。 

5. 能用光程差进行杨氏、等倾和等厚干涉分析。 

6.了解干涉仪和多光束干涉。 

学习单元7 光的衍射 学习时间 4 

学习任务 

知识点： 

1．衍射的概念 

2．衍射的惠更斯菲涅耳原理。 

3．菲涅耳衍射与夫琅和费衍射。 

1．狭缝和圆孔的夫琅和费衍射。 

1．光学仪器的衍射极限分辨率。 

2．衍射光栅 

 

能力训练项目： 

1．衍射反比率的应用分析 

学习重点： 

典型孔径的夫琅和费衍射。。 

 

学习难点： 

衍射概念的理解。 

 

学习目标 

1.知道什么是衍射。 

2.了解衍射的惠更斯菲涅耳原理。。 

3.能区分菲涅耳衍射与夫琅和费衍射。 

4.能分析狭缝和圆孔的夫琅和费衍射。 

5.理解光学仪器的衍射极限分辨率。 

6.了解衍射光栅。 

学习单元8 光的偏振 学习时间 8 

学习任务 

知识点： 

1．光的横波性与偏振现象 

2．自然光与线偏振、圆偏振光与椭圆偏振光、部分偏

振光。 

3．晶体的双折射、o光和e光。 

4．偏振器件、偏振片与波片。 

5．声光、电光与磁光效应。 

 

能力训练项目： 

1．偏振态的分析 

学习重点： 

偏振片与波片对光的作用。 

 

学习难点： 

偏振态的分析与转换。 

 

学习目标 

1.了解光的横波性与偏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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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自然光与线偏振、圆偏振光与椭圆偏振光、部分偏振光等偏振态。 

3.了解晶体的双折射现象，知道o光和e光。熟悉偏振片与波片的原理。 

4. 了解声光、电光与磁光效应。 

学习单元9 现代光学基础 学习时间 4 

学习任务 

知识点： 

1．光电效应和光的量子性 

2．激光产生的原理。 

3．激光器的结构和原理。 

 

能力训练项目： 

无 

学习重点： 

光电效应和光的量子性 

激光产生的原理。 

激光器的结构和原理。 

学习难点： 

 

 

学习目标 

1.了解光电效应的实验装置和结果。 

2.了解光的量子性直至波粒二象性。 

3.了解激光产生的原理和激光与普通光的区别。 

4.了解激光器的结构和原理。 

六、课程实施的建议 

1．本课程的教学要不断摸索适合高职教育特点的教学方式。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启发、引导、

因材施教，注意给学生更多的思维活动空间，发挥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在规定

的学时内，相对应地保证该课程标准的贯彻实施。 

2．教学过程中，要从高职教育学生的特点出发，精讲多练。 

3．教学中要结合教学内容的特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 

4．注重各教学环节（理论教学、习题课、课后作业、辅导参考）的有机联系，强化课后作业和

辅导环节。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    

5．教学中要特别注意与实际应用、专业联系较多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的训练。 

6．教学中要注重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还应注意教学课件与板书相结合，强化学生对知识的

掌握和应用。 

七、考核方式 

本课程以定量方式呈现评价结果。 

考核形式：包括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 

总成绩 = 平时成绩×40% + 期末考试成绩×60% 。 

平时成绩的评定主要通过平时考核：出勤、课堂纪律、学习态度、课堂回答问题情况、书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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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情况、平时测验成绩等项目完成，按百分制记分。 

期末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按百分制记分。 

八、教学资源建设 

1.推荐教材 

吴晓红主编：《光学基础教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1 版（职业技术教育“十二

五”课程改革规划教材）； 

郁道银主编：《工程光学基础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 1 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教学资源建设 

教学资源建设内容，包括相关教辅材料、实训指导手册、信息技术应用、工学结合、网络资源、

仿真软件等。 

（1）为突出职业教育的特点，准备编写教材《工科光学教程》； 

（2）建设有与课程配套的完整的实验教材《工程光学实验指导书》； 

（3）建设教学设计方案、电子教材、教学课件、案例库、习题库、实训实习项目库、学训指导

书等教学基本文件，符合课程设计要求，能满足网络课程教学需要； 

（5）实训基地建有工程光学实验设备供现场教学和学生练习 ，达到教、学、做一体。 

（6）建立和完善网络课程平台，实现网上师生交流互动和教学资源共享，提高教学资源利用效

率。 

（7）开发教学资源库及实践教学包。网络教学资源丰富，架构合理，硬件环境能够支撑网络课

程的正常运行，并能有效共享。 

建议使用半导体照明技术与应用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中的《光学技术基础》课程配合教学。九、

任课教师要求 

光学相关专业毕业，光学水平较高 

当前课程负责人：陈文涛 

当前课程参与人：刘登飞、石澎 

十、其他说明 

1. 本课程标准由光电教研室开发。 

2. 执笔：陈文涛 

3. 审核：熊宇 

4. 时间： 2020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