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工业大学应用物理学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一、 培养目的与培养目标 

培养目的： 

培养能够在应用物理学尤其是光电子学、激光技术、物理检测等相关科学技术领域中从

事科研、教学、技术应用或相关的管理工作的人才，部分毕业生可在相关学科进一步深造。 

培养目标： 

1、具有较好的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能力 

2、创造性解决应用物理领域问题的能力 

3、批判和独立思考能力 

4、光电子技术领域信息获取与分析综合能力 

5、独立工作能力 

6、团队合作能力 

7、一种外语的应用能力 

8、组织管理能力 

9、终生学习的能力 

实践能力标准：  

1、基本光路的搭建、调节、分析和改造能力。主要包括：熟悉基本光学光路系统的元

器件及模块，搭建基本的光路系统结构；熟练调节普通物理和光学所要求的各种光路；能分

析常用光路，进一步可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对光路进行改造。 

2、光电子器件及系统的测量、调试与维护能力。主要包括：能合理选择并正确使用对

光电子器件及系统进行测量的仪器；能熟练运用常用的测量方法，对测量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并进行误差分析；设定基本调试步骤，查找、排除并修复典型故障。 

3、光电子器件及系统的分析、设计、开发能力。主要包括：具备分析常用光电子器件

及系统的能力，能对系统模块功能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能初步的设计和开发新的符

合实际需求的光电子器件及系统。 

4、常用光学软件的应用能力。主要包括：掌握光学系统模拟和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能利用常用的光学设计软件模拟光学系统，并为实验和实践提供指导和依据。 

5、基本电路分析能力、软件编程能力和机械结构分析能力。主要包括：分析光学器件

和系统中常用的电路；具备基本的编程能力；能分析并设计简单的用于光学系统的机械结构。 

6、信息获取、处理及再学习能力。主要包括：掌握信息获取与处理的渠道和方法，准

确、迅速、全面地获取光学领域的信息；根据获取的信息进行再学习，不断自我提升。 

 

二、培养人才的适应范围与专业特色 

培养人才的适应范围： 

1、可在应用物理学或相关的科学技术领域从事科研、技术开发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2、可在高等院校从事物理学或相关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3、可在物理学或相关学科领域继续深造。 



人才培养的专业特色： 

1、注重光电子科学与技术的人才培养，理科特色鲜明，基础理论厚重。 

2、拓宽光电子技术领域的工程应用，扩展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三、专业培养标准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 4 年，学生可在 3~6 年内完成学业，合格毕业生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具备以下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知识结构 

1）人文科学知识 

通过通识教育、相关专题报告，掌握一定的哲学、政治学等方面的人文科学知识。 

2）社会科学知识 

通过通识教育及相关专题报告，掌握一定的法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社会科学知识。 

3）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前沿知识 

通过普通物理、数学物理方法、电工电子技术、计算机及信息技术课程等，掌握自然科

学与工程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前沿知识。 

4）数学的基础知识 

掌握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数学的基础知识。 

5）经济与管理的基础知识 

通过通识教育、专业实践训练环节、专题报告，掌握经济与管理的基础知识。 

6）专业知识 

掌握理论物理、计算物理、固体物理、红外物理、激光物理、工程光学、信息光学、光

电子学基础、激光技术、传感器原理与技术、光通信基础、光纤激光器原理与技术、光电检

测技术等专业知识。具备理论物理研究、光学工程设计、激光技术应用开发、传感技术应用

开发的能力。 

7）为专业服务的其它知识 

通过专题报告、选修课程等掌握文献检索、论文撰写、专利申请等方面的知识。通过有

关专业课程、集中实践、专题报告、毕业设计环节，了解与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与行业

的研究、设计、生产的法律、法规、政策。 

2、能力结构 

1）具有较好的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能力 

具有较强的汉语言阅读理解与表达能力，掌握常用应用文体、科技说明文体、专业技术

论文的撰写能力；具备英语日常会话能力，专业科技文章阅读能力，简单专业英语技术资料

的撰写能力。能够进行跨文化技术交流。 

2）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与专业实验、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培养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3）批判和独立思考能力 

参与课堂讨论、专业实验、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培养批判和独立思考能

力。 

4）光电子技术领域信息获取与分析综合能力 

通过课堂教学、专业实验、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培养光电子技术领域信

息获取与分析综合能力。 



5）独立工作能力 

参与课程设计、专业实验、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培养独立工作能力。 

6）团队合作能力 

通过社会实践、专业实践、校、院及班级集体活动，培养学生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具备

一定的协调、管理、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7）一种外语的应用能力 

通过大学英语、专业英语、科技英语翻译等，具备一种外语的应用能力。 

8）组织管理能力 

通过校、院及班级集体活动，培养学生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具备一定的协调、组织管理

能力。 

9）终生学习的能力 

通过课堂教学、课程设计、专业实验、毕业实习、毕业设计、名人专家报告等，培养终

生学习的能力。 

3、素质结构 

1）身心健康，视野开阔 

通过课堂教学、大学体育、军事专项、名人专家报告等，培养毕业生身心健康，视野开

阔的素质。 

2）热爱祖国，品德高尚 

通过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名人专家报告、校园文化活动等，培养毕业生热爱祖国，品德

高尚的素质。 

3）志存高远，意志坚强 

通过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名人专家报告、军事训练、毕业设计等，培养毕业生志存高远，

意志坚强的素质。 

4）刻苦务实，精勤进取 

通过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专业及基础课程、名人专家报告、军事训练、毕业设计等，培

养毕业生刻苦务实，精勤进取的素质。 

5）思维敏捷，乐于创新 

通过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专业及基础课程、课程设计、毕业实习、名人专家报告、毕业

设计等，培养毕业生思维敏捷，乐于创新的素质。 

 

四、主干学科和相关课程  

主干学科：应用物理学（光电子科学与技术） 

主要课程：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分析力学、

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固体物理、数学与物理方法、电子技术基础、工程光学、信息光学、

激光原理、光电子学基础、激光技术、传感器原理与技术、光通信基础、光纤激光器原理与

技术、计算物理学等。 

特色课程：信息光学、工程光学、激光原理、无损检测技术、光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辅修专业课程模块：共 31 学分。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56学时 3.5 学分）， 

电动力学（56学时 3.5 学分）， 

量子力学（64学时 4学分）， 

固体物理（56学时 3.5 学分）， 



工程光学（56学时 3.5 学分）， 

信息光学（48学时 3学分）， 

激光原理（56学时 3.5 学分）， 

光电子学基础（56学时 3.5 学分）， 

激光技术（48学时 3学分）。 

选修专业课程模块：共 10学分。 

工程光学（56学时 3.5 学分）， 

信息光学（48学时 3学分）， 

激光原理（56学时 3.5 学分）。 

专业特色课程群（光电子科学与技术相关）： 

 光学（40学时 2.5 学分）， 

信息光学（48学时 3学分）， 

光电子学基础（56学时 3.5 学分）， 

工程光学（56学时 3.5 学分）， 

激光原理（56学时 3.5 学分）， 

激光技术（48学时 3学分）， 

光通信基础（40 学时 2.5 学分）， 

光电子技术课程设计（2周学时 2学分）， 

工程光学课程设计（2周学时 2学分）， 

光学薄膜物理（40学时 2.5 学分）， 

发光与显示技术（32 学时 2学分）， 

红外物理（32学时 2学分）， 

光纤激光器原理与技术（32 学时 2学分）。 

 

五、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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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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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合格标准 

1.符合德育培养要求。 

2.最低毕业学分 190。其中理论课程 150.5 学分，实践教学环节 39.5 学分。其中创新

创业教育不得低于 4学分，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不得低于 9学分，辅修课程不得低于 6学分。 

八、授予学位 

本专业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九、课程配制置流程图 

见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