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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以下简称光电专业）是我国高校本科电子信息大类专业之

一，旨在培养光电技术专业人才。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核心目标离不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推动，

尤其是光电技术对农作物状况监测、环境监测、能源供应等产业升级的各个重要领域发挥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探索协同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战略，挖掘

专业教育中的乡村振兴元素，为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光电专业技术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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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toelectron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Optoelectronic major) is one of the major undergraduat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jor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iming to cultivate talents in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The cor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promotion of moder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crucial role played by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in various important area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such as crop condition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energy suppl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of the collaborative optoelectron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explor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elements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ultivating optoelectronic technical talents who understand
agriculture, lov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Keywords: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引言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我国对光电技术的发展规划和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更加重视高质量发展和深度融合。光电

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政策和资金的

大力支持，以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通过推动农业现代

化、新能源开发、数字乡村建设，以及加强人才培养和政策

支持，光电技术在提升农业生产智能化、精准化水平，促进

农村能源结构转型、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光电技术助力农业升级需要科技人才的支持，所以探索

培养协同乡村振兴的光电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光电科技人才尤为重要。

一、光电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我国光电专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从单一学科向多

学科交叉融合的转变，并在高等教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自

1986年设置光学、光学物理、光电子学等专业以来，经过多

次调整，2012年教育部将相关专业合并为“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专业，授予工学或理学学士学位[1]。光电专业专业课

程设置涵盖电路分析、电磁场理论、模拟与数字电子技术、

信号与系统、工程光学、光电检测技术等，旨在培养学生在

光电信息技术和产业中的高素质领军人才。随着国家对光电

技术和产业的重视，光电专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的重要基地，推动着我国光电技术产业的升级。截止 2023

年，据参照 2023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据统计已有 227所高校开设了光电专业，在校学生规

模已超 2万人。

目前，我国各高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课程设置

上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与产教融合，注重光电信息科学的基

础理论，同时强化实践能力培养，通过校所校企校地校际协

同育人机制，加强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以

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2]。历年来，光电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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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就业前景广阔，毕业去向包括境内外深造、电子信息

产业上下游企业及科研院所、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但从事农

业相关工作的毕业生人数相对较少。

二、光电专业人才培养的典型模式及其存在的问

题

典型的光电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一般包括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与综合实践环节三个大类，通

识教育类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扎实的数

学和物理基础知识。专业教育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在专业知

识、实践技能、技术研发、设计能力、项目管理、行业标

准认识、软件应用、前沿技术洞察、跨学科融合以及创新

项目参与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而综合实践环节主要培养学

生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掌握必要的软件

工具，锻炼学生工程实践技能和创新设计能力。

近年来，乡村产业形态不断丰富，产业需求也不断增

加，在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帮助学生切实了解实际乡村新

产业需求，将光电技术用于产业升级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光

电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3]。而当前的光电专业教育与

乡村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课程强调基础教育，理论性强

当前光电专业教育课程设计多以基础理论为主，重点在

于培养学生扎实的物理学、光学、电子学等学科基础。这些

课程内容虽然为学生日后从事科研或高技术工作奠定了良

好的理论基础，但在乡村应用中，学生往往难以将理论知识

直接转化为实际生产力[4]。乡村农业中所需的光电技术应用

更倾向于实用性和操作性，然而这类应用知识在现有的课程

体系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导致学生在面对乡村具体问题时

缺乏实际操作经验和解决方案。

（二）授课教师缺乏乡村实践经验

在光电专业的教学队伍中，教师普遍具备深厚的理论功

底和科研经验，但大多数教师的研究和工作背景集中在城市

化、工业化的应用领域，缺乏深入的乡村实践经历。这种背

景差距使得教师在讲授乡村相关应用时，可能会面临理解和

感知上的局限性，难以深入讲解乡村实际需求所涉及的技术

细节和具体问题。同时，教师缺乏对乡村环境的切身体会，

可能也导致他们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更倾向于抽象的理论

知识，而非切合乡村需求的实用技能。这种现状进一步加剧

了光电专业教育与乡村需求之间的脱节。

（三）课程案例城市化、前沿化

目前，光电专业课程中的案例分析和实验内容多集中在

城市化、前沿化的技术应用上，如光通信技术在智能城市中

的应用、激光技术在高端制造业中的应用等。这些案例虽然

展示了光电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前景，但在很大程度上忽

视了乡村背景下的实际需求和应用场景。课程案例的这种城

市化和前沿化倾向，使得学生在毕业后难以直接服务于乡村

需求，造成了教育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断层。

三、乡村振兴对光电专业人才的需求

在乡村振兴这一背景下，光电技术作为现代科技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村生活质量的提升有

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乡村振兴对光电专业人才有以下具体需

求：

（一）精准农业的技术支持与开发

乡村振兴要求农业从传统粗放式生产向集约化、精准化

方向转型。光电专业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

利用光电技术实现精准农业的目标。例如，光谱成像技术能

够快速检测农作物的健康状况，从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

量。乡村振兴迫切需要能够开发、应用和维护这些光电设备

的专业人才，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二）智慧农业与农村信息化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农业成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光电技术在智慧农业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地位，如光纤通信技术、激光雷达技术等，都在农

业物联网的构建中起到关键作用。例如，通过光电技术实现

农业大棚的自动化控制、作物生长的远程监测、以及农业机

械的自动导航等，提高农业生产的智能化水平，助力农村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

（三）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是不可忽视的

内容。光电技术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包括水质监

测、大气污染监测、土壤质量监测等。光电专业人才能够利

用光电传感器和光谱分析技术，对农村生态环境进行实时、

精确的监测和评估，从而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提供科学

依据。

（四）农村能源和新型光电材料的应用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能源结构的优化成

为一项重要任务。光电技术在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光电专业人才需要掌握太阳能电池、光伏系统

设计与安装的专业知识，帮助乡村实现能源自给自足，降低

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此外，光电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如

新型高效光电转换材料，也在推动农村能源变革中具有重要

意义，乡村振兴需要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来推动这些新技术

的落地应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光电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

不仅要求他们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还需要具备强大的

应用能力和实践经验，能够将先进的光电技术与乡村的实际

需求相结合。光电专业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他们将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和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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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电专业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机制

在光电专业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机制中，多学科

交叉融合、劳动教育、社会实践是关键的三个方面。这些方

面的有效结合能够更好地培养符合乡村振兴需求的光电专

业人才，同时推动光电技术在乡村的应用和发展。

（一）多学科交叉融合嵌入课程

乡村振兴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涵盖了农业、环境保

护、能源利用、信息化建设等多个方面。这些领域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决定了单一学科的知识和技能难以完全满足乡村

振兴的需求。因此，光电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打破学科壁垒，

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将农业科学、环境科学、信息技术等

相关领域的知识嵌入到光电专业课程中。

例如，在光电技术课程中引入农业传感器技术和环境监

测技术的内容，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应用光电技术解决实际农

业和环境问题。此外，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联合开设跨学科课

程，帮助学生将光电技术与乡村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从而培

养出既有扎实光电技术基础，又能在多学科领域中游刃有余

的复合型人才。

（二）开展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精神的重要途径，

也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的重要环节[5]。在光电

专业人才培养中，通过开展劳动教育，可以让学生亲身参与

到乡村生产生活中，了解光电技术在农村的实际应用，增强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

学校可在课程设置中融入劳动教育内容，如组织学生参

与光电设备的安装与维护、参与光伏发电系统的调试等实践

活动。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光电技术的操作和应

用，还能培养他们吃苦耐劳、团队合作的精神，为将来投身

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组织乡村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是光电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

生了解社会、接触乡村、应用所学知识的重要途径。通过社

会实践活动，学生能够深入了解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发现

光电技术应用中的现实问题，从而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校组织学生定期开展乡村社会实践活动，如参与农业

科技推广、光电技术培训、乡村环境监测等项目。这些实践

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锻炼技术技能，还能帮助

他们积累解决乡村实际问题的经验。

光电专业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机制是一个多层

次、多维度的体系，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嵌入课程、开展劳

动教育、组织社会实践，可以有效提高光电专业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增强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和服务能

力。

五、总结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光电专业人才

培养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深化产学

研合作，高校积极推动光电技术在乡村的应用，不仅增强了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还为乡村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术支持。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模式使光电专业学生能够将多

领域知识结合，解决乡村振兴中的复杂问题，培养出一批适

应乡村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实践教学与社会责任教育

相结合，进一步激发了学生服务乡村的使命感，使他们在技

术创新中更好地回馈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各类大学生学科赛事中，涌现

出了越来越多光电技术助农的获奖案例，这些项目进一步展

示了光电专业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实际贡献。例如，南京大

学的“探鲜家——海鲜新鲜度光学无损检测系统”项目利用

光学技术解决了渔业产品质量监控的难题，提高了乡村水产

养殖的效益。这些项目不仅为乡村带来了切实的经济效益，

也进一步推动了光电专业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的深度协同

发展。这些成效标志着光电专业教育正在逐步成为推动乡村

振兴的重要力量，为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

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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