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0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北京工商大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于2015年成立，2016年开始招生。该专业立足

高起点，面向快速发展的光电信息行业的社会需求培养人才，以光电材料与器件为专业方

向，涵盖光电材料、器件、光电检测等领域，是物理学与光电子、光学工程相结合的理工

交融专业。 

本专业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现有专任教师17人，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分别毕

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著名高校或科研院所，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9

人、讲师5人，硕士生导师10人。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社会主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爱国进取，适应国家和北京

市光电信息产业领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具备扎实的光电信息科学理论及数理基础，系统

掌握光电实验技能和方法，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创新意识，具有良好的英语和计算

机应用能力的复合型、创新性人才。本专业毕业生能在光电材料与器件、光电检测与传感

以及相关的光电信息科学领域，从事研究、教学、产品设计和开发及生产管理等工作，或

继续深造，在国内外攻读硕士、硕博连读学位。 

本专业学生在毕业 5 年左右，经过行业实践和自身学习能达到下列目标： 

（1）具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爱国敬业精神，有意愿和能

力服务国家和社会； 

（2）能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独立分析、解决光电信息领域复杂问题，成为科研院所及企事

业单位的中坚力量和业务骨干；  

（3）具有在团队中分工协作、交流沟通的能力，能胜任技术负责、经营与管理等工作； 

（4）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熟悉行业的国内外发展现状，能够跟踪光电信息及相关领域的

前沿技术，了解行业发展趋势；  

（5）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通过继续学习不断更新核心知识，具有一定的创新应用能

力，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三、 毕业要求 

总体要求：根据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通过通识教育课程促使学生

全面人格养成，培养学生的理性、道德、审美、精神、品格；通过学科基础课程夯实专业基

础，掌握基本的实验技能和科学思维方法；通过专业课程学习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的基本理



论和技术，熟悉光电材料与器件、光电检测等知识，系统掌握光电研究技能和方法，具有科

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基本能力；通过科研和生产实践以及文献信息获取等环节的培训，进一

步培养学生在本学科及跨学科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能力和素质。 

具体要求分为专业知识要求、职业能力要求、综合素质要求、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求四个

方面。 

具体要求指标点分解见 OBE 矩阵图。 

 

四、OBE 体系矩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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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指标点 支撑指标点的相关教学活动 
支撑度

（H\M\L） 

毕业要求 1：

专业知识 

指标点 1-1：具备解决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复杂问题所需的数学、自然科

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 

高等数学（上） 

高等数学（下）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H 

H 

M 

M 



普通物理学（I） 

普通物理学（II） 

工程制图 B 

工程数学 

量子力学 

量子光学基础 

H 

H 

M 

M 

L 

L 

指标点 1-2：掌握应用光学、激光原

理与技术、信息光学、模拟电子技

术、数字电子技术、光电器件、光电

检测等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的基本理

论、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 

应用光学 

激光原理与技术 

光电子学 

信息光学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光电子学 

光电显示技术 

光电检测技术 

微波技术基础 

H 

H 

H 

H 

M 

M 

H 

H 

M 

H 

L 

指标点 1-3：掌握计算机原理与应

用，软件设计和技能等基本知识 
计算机技术 IⅠ H 

指标点 1-4：了解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

具、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

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薄膜技术与薄膜材料 

光电材料第一性原理 

科研创新综合实践 

H 

H 

H 

指标点 1-5：了解光电信息专业相关

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

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文

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专业导论 

H 

M 

毕业要求 2：

职业能力 

指标点 2-1：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

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

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电路原理 

信号与系统 

信息光学 

电磁场与电磁波 

半导体器件物理 

M 

H 

H 

L 

M 

指标点 2-2：能够利用本专业学习的

知识分析和解决本专业领域生产实践

中的基本问题 

科研创新综合实践 

电子线路与系统综合实训 

H 

M 

指标点 2-3：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

仪器、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专业模

拟软件，对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复杂

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LABVIEW 虚拟仪器设计 

光电材料第一性原理 

专业实习（生产实习） 

M 

H 

M 

指标点 2-4：对光电信息产品设计、

开发、制造与应用中的复杂问题，能

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安全

地开展实验，正确地采集实验数据，

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大学物理实验（I） 

大学物理实验（IⅠ） 

光电基础实验 

光电综合实验 

M 

M 

M 

H 

指标点 2-5：掌握信息检索与利用、

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撰写论文

和初步的科学研究与实际工作能力； 

科研创新综合实践 

毕业论文 

H 

H 

指标点 2-6：能充分认识光电信息生

产实践过程中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

的损害和隐患，在制定复杂工程问题

解决方案时能充分考虑并评价环境影

响因素，能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的角度进行自我约束 

素养与个体成长 

创新创业教育 

H 

M 

指标点 2-7：能够就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领域复杂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

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

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

达或回应指令 

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 

M 

H 

毕业要求 3：

综合素质 

指标点 3-1：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修养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H 

 





培养过程实行导师制，每名导师指导1-2名学生，强化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

理念，使学生在学习、考研、就业等方面都能得到良好的指导。 

六、学分学时 

学生修满 171 学分方准予毕业。 

理论课程需修满  144   学分，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学分比为  1: 2. 88  ，选

修课学分占课程教学总学分的比例为 14.6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为 15 学分。实践教学与

理论教学的学时之比为 3.13:  6. 87 。 

素质教育专项课程的教学总学分为  12  学分。 

七、学制学位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八、指导性教学计划进度表 

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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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Ñ �C�J���…B.0;�õN«��%����������–�6���¦�]�õ���������–�6�È�CF9�������–�6��

Lö�]�W�ÎD%)ß8²

�õ�� �ê���ª7-�–L’

�CF9 �ê���ª7-�–L’

�CF9 �ê���ª7-�–L’

�CF9 �ê���ª7-�–L’

�õ�� �ê���ª7-�–L’

�õ�� �ê���ª7-�–L’

�CF9 �ê���ª7-�–L’

�õ�� �ê���ª7-�–L’

�–�6�?AÑ �C�J�é
AB.0;�õN«��%����������–�6���¦�]�õ�����������–�6�È�CF9���������–�6��

�C�J���…B.0;

�õ�� �ê���ª7-�–L’

�CF9 �ê���ª7-�–L’

�CF9 �ê���ª7-�–L’

�CF9 �ê���ª7-�–L’

�õ�� �ê���ª7-�–L’

�õ�� �ê���ª7-�–L’

�CF9 �ê���ª7-�–L’

�õ�� �ê���ª7-�–L’

�õ�� �ê���ª7-�–L’

�õ�� �ê���ª7-�–L’

�–�6�?AÑ �C�J�h�óB.0;�õN«��%����������–�6���¦�]�õ�����������–�6�È�CF9�������–�6��

�C�J�é
AB.0;

�õ�� �ê���ª7-�–L’

�õ�� �ê���ª7-�–L’

�õ�� �ê���ª7-�–L’

�õ�� �ê���ª7-�–L’

�õ�� �ê���ª7-�–L’

�õ�� �ê���ª7-�–L’



STUA2Q1002 �ËAÝ 2 ��
˜ ��
˜ 1 �õ�� �–+O�4��!–>õG���

�–�6�?AÑ 3PCX�‰6â�CN©B.0;�õN«��%����������–�6



B.0;5F.1 B.0;
=0 �–�6 �k�–�&
�ÎP¼�Î
D%�–�&


˜�–�&
B.0;2«

�[

PAEA1Q1001 DÛ�ƒ3PCX�*.pAÝ4ó 1 32 32 3PCX�‰6â�CN©B.0;

STUA0Q1002 �¹�˜3P�« 0.5 16 3PCX�‰6â�CN©B.0;

STUA2Q1001 �Ë�»*6Aê 2 32 32 3PCX�‰6â�CN©B.0;

STUA2Q1002 �ËAÝ 2 ��
˜ ��
˜ 3PCX�‰6â�CN©B.0;

STUA0Q1001 �W�–+O�ó*6�•�ç�‰6â 0.5 16 3PCX�‰6â�CN©B.0;

MARA2G1001
�•F��£�à�&���]-(©8¢
/n�J�k�y�M�#�²Aê

2 32 FJAö�*.pB.0;

MARA3G1002�]-F�)à��
"4â?± 3 48 FJAö�*.pB.0;

COMA3G1002AÑ1Ç�j�°�_�
 3 48 16 FJAö�*.pB.0;

FLGA4G1001 �W�–9!B��Ä�0�Å 3 48 FJAö�*.pB.0;

MATA6B1001 Q�1y� �–�Ä�:�Å 6 96 �–0��*.pB.0;

080705A1S1003�C�J�,Aê 1 16 �C�J�é
AB.0;

080705A4C1001�žFJ(™*6�–�Ä�,�Å 4 64 �C�J�h�óB.0;

RAEA0Q1001 6|�J+O#ß?ô�B 0.5 16 3PCX�‰6â�CN©B.0;

MARA2Q1001�M�#�o"ë*6Aê�ÎD%B.0; 2 ��
˜ ��
˜ 2 3PCX�‰6â�CN©B.0;

MARA3G1001�M�#Fƒ�ç���«�>#��»�*
.p

3 48 FJAö�*.pB.0;

FLGA4G1002 �W�–9!B��Ä�¼�Å 3 48 FJAö�*.pB.0;

PAEA1G1001 �ƒ6â�Ä�0�Å 1 32 22 FJAö�*.pB.0;

MATA4B1001 Q�1y� �–�Ä�;�Å 4 64 �–0��*.pB.0;

080702A5C1011+eD�	Ï*6 5 80 16 �C�J�h�óB.0;

080705A2C1L01�W�–(™*6�ÎP¼�Ä�,�Å 2 32 32 �C�J�h�óB.0;

080705A4C1002�žFJ(™*6�–�Ä�,�,�Å 4 64 �C�J�h�óB.0;

080705C1P2018�C�J�Î�•�ÄAÔ.��Î�•�Å 1 ��
˜ ��
˜ Lö�]�ÎD%)ß8²

PAEA1G2001 �ƒ6â�Ä�¼�Å 1 32 22 FJAö�*.pB.0;

MARA3G2002
"�#-�L�M�#
¼�]-(©8¢
/n�J�k�y*6Aê�ƒ3+�²Aê

3 48 FJAö�*.pB.0;

FLGA4G2001 �W�–9!B��Ä�9�Å 3 48 FJAö�*.pB.0;

ENGA2B1001 ��0;�f.�% 2 32 �–0��*.pB.0;

MATA3B2002 �²)·Aê�>� *65�AÑ 3 48 �–0��*.pB.0;

MATA3B2001 4ï�W���  3 48 �–0��*.pB.0;

080705C3S2L03�y+e�*.p�ÎP¼ 3 48 48 �C�J�é
AB.0;

080702C5C2012 Q��+e�€�°�_�*.p 5 80 16 �C�J�h�óB.0;

080705C4C2004�Ä+X�y�– 4 64 �C�J�h�óB.0;

080702C1P2L14
+e�€4ïD��>3+5�5,
8�Î
AÝ

1 32 32 Lö�]�ÎD%)ß8²

MARA3G2001
Pœ�{�M�k�y�*�\	Ï*6�²
Aê

3 48 FJAö�*.pB.0;

FLGA4G2002 �W�–9!B��Ä��Å 3 48 FJAö�*.pB.0; �õ�� �F-B��–L’

�–�6�?AÑ �õ�����������–�6�È�*AÞF9���������–�6��
[FJAöF9��B.��

1\��–�O

�õ�� �ê���ª7-�–L’

�õ�� Pœ�{�M�k�y�–L’

�õ�� �ê���ª7-�–L’

�õ�� �ê���ª7-�–L’

�õ�� �ê���ª7-�–L’

�õ�� �ê���ª7-�–L’

�õ�� � �–�>5�AÑ�–L’

�õ�� � �–�>5�AÑ�–L’

�õ�� �ƒ6â�>8ª�_�‰�–G�

�õ�� Pœ�{�M�k�y�–L’

�õ�� �F-B��–L’

�õ�� �ê���ª7-�–L’

�–�6�?AÑ �õ�����������–�6�È�*AÞF9���������–�6��
[FJAöF9��B.��

1\�9�–�O

�õ�� �ê���ª7-�–L’

�õ�� � �–�>5�AÑ�–L’

�õ�� �ê���ª7-�–L’

�õ�� �ê���ª7-�–L’

�õ�� Pœ�{�M�k�y�–L’

�õ�� �F-B��–L’

�õ�� �ƒ6â�>8ª�_�‰�–G�

�–�6�?AÑ �õ�����������–�6�È�*AÞF9���������–�6��
[FJAöF9��B.��

1\�¼�–�O

�õ�� ��+O�a�J�4

�õ�� Pœ�{�M�k�y�–L’

�õ�� � �–�>5�AÑ�–L’

�õ�� �ê���ª7-�–L’

�õ�� �ê���ª7-�–L’

�õ�� Pœ�{�M�k�y�–L’

�õ�� AÑ1Ç�j�–L’

�õ�� �F-B��–L’

�õ�� �–+O�4��!–>õG���

�õ�� �–+O�4��!–>õG���

�õ�� Pœ�{�M�k�y�–L’

1\�0�–�O

�õ�� �ƒ6â�>8ª�_�‰�–G�

�õ�� �–+O�4��!–>õG���

�õ�� �–+O�4��!–>õG���

B.0;�Ž�W �0B.	…�}

�Ä�¼�Å�y+e���Ÿ0��–�>��0;�C�J�6�–�O�7�,�W�‰�–AÑ�BF��Ö>˜



PAEA1G2002 �ƒ6â�Ä�9�Å 1 32 22 FJAö�*.pB.0;

080702A4C2002��
'�>3+5� 4 64 8 �C�J�é
AB.0;

080705A4C2L02�W�–(™*6�ÎP¼�Ä�,�,�Å 4 64 64 �C�J�h�óB.0;

080705C2C2008�y+e�€�– 2 32 �C�J�h�óB.0;

080702C4C2013� �‡+e�€�°�_�*.p 4 64 16 �C�J�h�óB.0;

080705C3C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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