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教学指导书 

一．实验目标： 

根据光电信息与科学、电子信息与工程专业对物理实验的授课要求，学生通过本

实验应 该获得的知识、能力、素养和价值如下： 

1. 知识目标 

（1） 了解非线性光学整流的知识背景和前沿应用； 

（2） 了解各向异性材料的介电常数特性； 

（3） 握光学整流的基本原理； 

（4） 掌握电光采样技术。 

2. 能力目标 

（1） 掌握常见光学器件的功能和光路调节能力； 

（2） 通过科学推理法掌握光学整流现象产生机理； 

（3） 学会运用转换法理解并掌握泵浦光和探测光之间的光程差与实现时

间延时之间的关系； 

（4） 综合运用控制变量法和科学推理法分析光路优化与不同参数对不同

模型实验结果的影响； 

（5） 灵活运用比较法和逆向思维法分析电光采样的测量结果，并获得时

域谱和频域谱。 

3. 素养目标 

（1） 通过教学引导培养学生严格遵守实验室安全规定和实验操作规范的

责任与担当意识； 

（2） 通过教学设计通过教学设计训练学生完成特定操作任务的训练学生

完成特定操作任务的项目执行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 

（3） 运用自主学习式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养成运用自主学

习式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养成乐学善学的良乐学善学的

良好习惯好习惯； 

（4） 通过团队合作培养学生通过团队合作培养学生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和团队精神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 

（5） 用问题运用问题探究式的教学设计，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探究式的教学设计，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勇于探究精神勇于

探究精神； 

（6） 通过介质内部光学整流现象的可视化实验，养成正确的物理观念。 

4. 价值目标 

通过观察推理结合的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逻辑思维和

正确的运动观和时空观 。运用比较法动态调整实验参数来优化实验操作，提高



学生实验设计和创新能力，激发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二．实验方法 

本实验使用观察法、比较法、转换法、控制变量法和科学推理法，使学生更好

地理解本课程实验的基本原理，掌握具体操作与分析技能。 

观察法主要用于背景简介及预习阶段模块。 通过近代物理实验课程的先导课

及系统中的教学资料，引导学生自主查看资料与文献，完成对该实验背景及实验

原理的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 

比较法主要用于实验探究模块。学生要学会利用比较法完成电磁辐射脉冲与探

测脉冲光程的测量，比较不同光学元件的操作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从而帮助学生

更好的理解超快诊断技术中各个操作的原理。 

转换法主要用于 实验探究模块，该模块中电磁辐射脉冲与探测脉冲之间的光

程差转换为两束激光脉冲间的时间延迟，引导学生掌握时空转换关系在光学测量

中的应用。 

控制变量法主要用于理论探究模块，该模块中 由于材料内部相关的参数比较

多 ，在分析的过程中需要采用控制变量法逐个的来改变其中的某个参数 观察每

个参数的变化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通过控制变量法，学生可理解不同参数对实验

结果的影响。 

科学推理法主要用于实验探究模块，在该模块中，两束激光之间重叠程度将会

对实验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需要进行优化，在优化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实验结

果，需要学生采用科学推理法针对调节过程进行科学推理，最终使测量系统达到

最优。 

三．实验教学过程 

本实验共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进行实验背景和实验目的的介绍， 让学生了解非线性光学内

容，帮助学生了解激光相关历史，提高学生对科研前沿技术问题的兴趣，激发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 

第二阶段主要通过问答形式进行实验理论及实验光路的预习，主要帮助学生

在实验操作前进一步回顾、理解实验相关理论专业知识及原理，并对电光采样技

术，时间延迟技术等关键技术有初步的了解 。 最后让学生完成预习自测题， 巩

固学生所预习的内容， 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后期实验操作。 



第三阶段为 3 个递进式的实验模块的实验操作。 该阶段实验操作主要包含

了实验探究、理论探究及应用拓展三个模块。在 实验探究 模块 主要让学生理

解掌握电光采样技术光路搭建的关键步骤交互操作及光路优化交互操作。 在完

成实验系统的搭建与优化后，利用该系统对不同非线性晶体参数及不同激光参数

的交互操作进行理论探究，观察不同的实验现象并对结果进行分析与总结，使学

生正在掌握实验理论。最后在应用拓展模块仿真线下实际操作，对实验的测试内

容进行丰富，设计新的实验。最终学生通过前面三个个模块的学习，学会对实验

结果进行分析，获得光学整流效应的规律以及其应用。 

第四阶段为评分讨论环节， 本实验课程采用了不同的评价方式，在背景简

介与预习阶段，采用了线上评分，由预习自测题给分，系统自动打分。在实验操

作部分系统会自动评分给出详细的分步骤评分报告，学生对照得分以及操作过程

中的系统提示，课程有论坛区供师生间交流互动。课后针对线下学有余力的同学，

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实验报告模板供学生解答，帮助学生加深对该实验操作及原理

的理解 ，该部分评分主要根据学生上传实验报告的完成情况，老师线上打分。 

在教学过程中，整个实验项目的开展分为课前辅导、文献查阅、提问预习、方

案设计、师生互动讨论、虚拟实验、考核等环节。 针对每个环节的特点， 在不

同的实施过程中采用不同的实验教学方法课前引导与预习阶段，主要采用自主学

习 的方式； 实验操作与分析阶段，采用自主学习式、互动式、团队合作式及问

题探究式 ；最后在形成实验报告阶段引导学生进行实验交流，采用团队合作式

完成实验报告 。 

 

 

 

四．实验课时 

光电实验课程是对学生进行系统科学实验技术和实验方法训练,培养学生

科学实验能力和素养的重要的实践性课程。特别是对于光电信息与科学及其相关

专业而言，在实验课程中不断将科学前沿引入，实现科教协同育人，对学生创新

能力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验所属课程课时： 51 学时 ；该实验所占课

时： 3 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