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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传感技术》课程思政环节建设

荆振国，彭伟, 李昂，刘云, 张扬

（大连理工大学 物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将《光纤传感技术》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引入思政教育环节。在授课过程中，要求学生根据授课教师所提出的研

究设计型题目要求，针对所设计方案的核心光纤设备及器件的自主国产化情况展开调研。分析采用国产化核心光纤设备及器

件的可行性，讨论国产化核心光纤设备及器件的优势和劣势，归纳总结提升自主国产化核心光纤设备及器件竞争力的建设性

意见。通过“自主光纤产业调研”形式的课程思政环节建设，提高参课同学对当前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全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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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光纤传感技术是 20世纪 70年代伴随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以光波为载体，光纤为

媒质，感知和传输外界被测量信号的新型传感技术[1-2]。作为被测量信号载体的光波和作为光波传播媒质的

光纤，具有一系列其他传感媒质难以相比的独特优点。比如不受电磁干扰，体积小，灵敏度高，易与高度

发展的现代电子装置和计算机平台相集成。光纤传感技术已经成为光学学科中备受关注的热点研究领域[3-5]。

光纤传感技术研究方向是本校物理学院光学专业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彭伟教授所领导的大连理工大

学 “先进光学及光纤传感器”研究团队，在恶劣环境中的光纤传感器及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的光纤

生化传感器等领域的研究和实用化方面拥有雄厚的研究基础和经验[6-10]。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展用于恶

劣环境的光纤传感器研究，先后承担国家教委、科委和基金委、辽宁省等资助的“八五”攻关等重大研究

课题以及高科技开发企业资助的科研项目多项。其中，所完成的压力型光纤油罐储量传感器和光纤液位自

动报警仪在辽河油田等石化现场得到了广泛应用。2005年所在科研团队研制的光纤温度和压力传感器成功

的应用于辽河油田高温油井下的温度和压力监测，并通过了辽河油田公司钻采工艺研究院的鉴定和验收。

此外在光纤光栅制作工艺，波长解调仪研制以及在大型结构健康检测研究方面都有大量的工作积累。2008
年至今，为中海石油基地集团公司研制的光纤式高温高压井下监测系统通过验收鉴定并下井实用。2009年
至今，项目申请人所在科研团队开展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的光纤生化传感器方向的研究工作，承担

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家教育部的重点项目。

为了培养物理学院光学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在光纤传感技术方向的科研能力，增强光学各相关专业的

研究生在未来就业市场的竞争力，物理学院光学专业开设了《光纤传感技术》研究生课程。

二 现有工作基础及现状分析

《光纤传感技术》课程是物理学院研究生 32学时的专业课程，目前由彭伟教授和荆振国副教授担任授

课教师。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光纤传感技术领域的概况和研究进展，光纤光学的基本理论，光纤传感系统主

要基本构成，光纤传感器系统的不同敏感机理及实现。目前的教学模式以课堂讲授为主，由授课教师主动

介绍光纤传感技术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基础知识，结合学生对反映学科前沿的本领域专业文献的调研分析。

希望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光纤传感技术领域的基本知识体系和主要研究进展，学习分析和解决

光纤传感器技术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物理学院光学专业各位教授所领导的科研队伍中均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开展光纤传感领域不同方向的研

究工作。彭伟教授领导的科研队伍从事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型光纤传感器和干涉型光纤传感器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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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鹏教授领导的科研队伍从事基于布里渊和拉曼散射的分布式光纤传感器研究。潘路军教授领导的科研

队伍从事基于碳纳米线圈新型材料的传感应用研究。目前，各科研团队均在《光纤传感技术》课程课堂教

学活动进行的同时承担开展着相应的光纤传感方向的在研科研项目。参与《光纤传感技术》课程学习的光

学专业研究生部分同学，在结束专业课程学习阶段后，将从事光纤传感技术方向的研究工作，一定比例的

参课研究生同学在毕业后将从事光电领域的研究开发工作。

在先前数个学期的《光纤传感技术》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本课程的授课教师逐渐认识到，在授课教师

主动讲授学科专业知识和学生对专业文献的调研分析之外，如果能结合本校物理学院光学专业在光纤传感

技术领域的研究优势，给予学生一定的主动参与实际的光纤传感器技术研究工作的机会，将能够更加有效

地帮助学生把握授课内容，实现专业课程学习阶段和随后所从事的科研工作阶段的顺利过渡。

在党和学校号召高校教师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教学的背景下，本课程的授课教

师提出在课程创新设计环节中，引导学生将光纤传感技术研究方案的凝练设计和国内自主光纤产业调研相

结合的思路。

在授课过程中，要求学生根据授课教师所提出的研究设计型题目要求，针对所设计方案的核心光纤设

备及器件的自主国产化情况展开调研，分析采用国产化核心光纤设备及器件的可行性，讨论国产化核心光

纤设备及器件的优势和劣势，归纳总结提升自主国产化核心光纤设备及器件竞争力的可行性意见和建议。

希望通过“自主光纤产业调研”形式的课程思政环节建设，能够提高参课同学对当前国家科技发展水

平的全面认识。通过国内蓬勃发展光电产业现状的了解，增强参课同学将来投身国家光电信息产业建设的

信心和自豪感。通过对国内光电产业发展的瓶颈限制因素的了解，激发参课同学的学习热情，明确努力方

向。

三 思政教学主要内容

1．研究设计型题目的提炼

在本教改项目申请中，计划依托“先进光学及光纤传感器”研究团队在光纤传感技术领域的研究基础，

在实验室正在开展的恶劣环境中应用的光纤法布里珀罗传感器、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的光纤生化传

感器和光纤光栅传感器的网络化应用等研究方向中，提取出适合在《光纤传感技术》授课过程中实现的研

究内容，归纳成一系列候选的研究设计型题目。

在研究设计型题目选择上，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题目的可实现性。

所选择的研究设计题目的内容和复杂程度，应该能够让参加《光纤传感技术》课程学习的学生，在掌

握了光纤传感技术的基础知识后，在授课阶段内的数周时间里，通过资料调研和小组讨论得以解决。

（2）题目的时效性。

所选择的研究设计题目内容应该依托于光纤传感技术方向各实验室正在开展科研工作。使参加《光纤

传感技术》课程学习的学生，通过完成所选择的研究设计题目，加深对授课内容的理解，同时对特定光纤

传感技术方向的研究现状和实验室科研技术手段有初步的掌握。

（3）题目的独立性。

所选择的研究设计题目内容应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使选择该研究设计题目的研究小组能够基本自主

地在任课教师地指导下，通过文献调研和小组讨论来完成小组研究方案报告。

（4）思政因素引入的路径设计

在归纳总结研究设计题目之初，就要考虑思政因素引入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从产业链完整性、技术

成熟性和系统成本等因素作为切入点，引导参课学生主动展开“自主光纤产业调研”。尽可能以润物无声的

形式，在专业知识讲授的同时，实现思政教育因素的融入。

2．研究方案设计环节与思政因素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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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纤传感技术》课程讲授光纤传感技术基础理论知识结束之后，这一阶段约 12课时，学生具备了

一定光纤传感方向基本的独立研究能力，由授课教师向学生讲解候选的研究设计型题目的研究内容和基本

思路。

建议学生自主结合构成三至五人的研究小组，选择感兴趣的研究题目，通过文献调研和小组讨论，在

授课期间提交具备实施可行性的小组研究方案报告。

在研究方案的设计过程中，指导学生从产业链完整性、技术成熟性和系统成本等因素作为切入点，针

对所设计方案的核心光纤设备及器件的自主国产化情况展开调研，分析采用国产化核心光纤设备及器件的

可行性，讨论国产化核心光纤设备及器件的优势和劣势。

由授课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共同对各个小组所提交的研究方案报告进行讨论，主要针对方案的实

施可行性，对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有效性和学术意义进行评价，归纳总结提升自主国产化核心光纤设备

及器件竞争力的可行性意见和建议。

根据课堂讨论过程中对小组研究报告的评价结果和学生的自主研究兴趣，进一步与相关实验室协调，

为优秀的小组研究方案提供在现实的科研平台上实现的机会。

表1 《光纤传感技术》课程思政教学调研报告实例

序号 调研报告主要内容

1 光纤温度传感器的现状分析

2 光纤布拉格光栅的基本概况及其国产化调研

3 光纤光栅解调系统的概述以及核心器件的市场调研

4 光纤光栅解调仪 si255以及市场常见光纤解调仪的介绍

5 光纤水听器工作原理以及国内外市场占有情况

6 分布式光纤传感器原理分析及行业相关概述

7 光纤陀螺仪工作原理以及国内外市场调研

8 分布式光纤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工作原理及国内外占有情况

9 关于波长调制型光纤传感器调研

10 光纤传感商业化产品及国产化调研报告

11 光纤布拉格光栅的国内外市场占有率调查

3．科研方法的指导

在本项目申请的教学改革内容的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对参课学生在光纤传感技术方向研究方法方面

进行指导。因为《光纤传感技术》课程的参课学生基本为研究生一年级，大多尚未经历系统化的科学研究

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因此，在向参课学生讲解候选的研究设计型题目的研究内容和基本思路的同时，会对

科技文献调研的基本方法，光纤传感方向实验室主要实验技术以及国内光电信息产业自主研发的发展概况

加以介绍和指导。

4．课程考核形式

《光纤传感技术》课程的最终成绩考核将综合期末考试得分、日常出席、课堂表现和研究设计型题目

的完成情况得出。各部分内容在成绩考核中所占比例将在研究设计型题目设计过程中初步确定，并将根据

课程具体进展进行调节。所设计方案的核心光纤设备及器件的自主国产化调研情况将作为成绩评定因素。

表2 课程最终成绩构成（2020春季学期）

构成因素 期末考试 日常出席 课堂表现 研究设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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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百分比例 50 10 10 30

三 结语

通过结合思政因素的方式开展《光纤传感技术》课程教学，引导参课学生主动展开“自主光纤产业调

研”。使学生掌握光纤传感相关基础知识的同时，对核心光纤设备及器件的自主国产化情况进行了解。通过

分析在研究方案中采用国产化核心光纤设备及器件的可行性，以及讨论国产化核心光纤设备及器件所存在

的优势和劣势，提高学生们对当前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全面认识。了解国内光电产业发展的瓶颈限制因素，

明确努力方向，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从而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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