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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applies whole English immersion teaching on optical images, interference and diffraction of university physics, 

discusses graphic method, comparison method and discussion method of whole English immersion teaching, and shows that the whole 

English immersion teaching is an effective one in teaching of optical images, interference and diffraction of university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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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光学成像、干涉、衍射的浸泡式全英教学 
邓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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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浸泡式教学法应用于大学物理课程光学成像、干涉、衍射部分的全英教学，讨论了全英浸泡式图解法教学、比较法

教学和课堂讨论法教学，有效提高了大学物理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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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物理是理工类高等学校的公共基础课，内容涉及

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原子物理学等五大部分，为

各专业学生进一步的专业学习打下基础。目前国际社会日

益紧密联系，为了适应中国加入 WTO 的新形势, 迎接国际

挑战, 教育部指出“ 实施双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适应经济

全球化趋势, 培养具有国际合作意识、国际交流与竞争能力

的外向型人才的重要途径。”[1] 各高校逐渐实行双语教学

[2]，并开始试行全英文教学，以满足社会对高素质综合性

人才的强烈需求。本文试图就大学物理课程光学成像

(Image)、干涉(Interference)、衍射(Diffraction)内容进行浸泡

式全英文教学研究。 

2.  浸泡式教学法及其特点 

浸泡式教学法是将学生置于第二语言的环境氛围中, 

以第二语言为媒介教授专业课程。学生在用第二语言学习

专业课程的过程中自然获得第二语言能力。加拿大政府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促进国内英语和法语及其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 非常支持北部的法语浸泡式课程。浸泡式教学法具

有八大特点[3-5]： 

(1) 第二语言是教学的媒介 

(2) 浸泡课程与母语课程并行不悖 

(3) 明确支持母语 

(4) 亦具有双语教学功能 

(5) 浸泡多限于课堂之内 

(6) 学生的第二语言水平相当或相近 

(7) 教师具备双语能力 

(8) 课堂文化仍为母语文化。 

由于浸泡式教学法具备培养外语能力和专业能力的双

重作用, 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被推广到北美及更广的地

区。国内很多高校也开始这方面的教学研究[6-8]。 

3.  大学物理光学成像、干涉、衍射全英教学 

大学物理内容涉及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原子

物理学等五大部分[9-12]，对象不同、体系不同，专业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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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繁杂，而大学物理全英教学要求用英语编写课件，教

师在课堂上用英语教授课程内容，师生用英语提问问题、

解答问题及课堂讨论，学生用英语完成作业，期末考试用

英语完成，因此英语是作为语言媒介在大学物理全英教学

中被师生使用。由于学生的母语是中文，不是英语，学生

的逻辑思维是用中文进行的，全英语课堂教学的效果有赖

于教师用英语对大学物理知识的清楚阐述、学生对有关知

识的及时领悟。如何做到大学物理高质量全英语教学？浸

泡式全英教学是一个有效途径。让学生浸润在英语环境当

中，暂时忘记了中文，尽快形成大学物理英语思维，即便

不熟悉大学物理各部分的英文专业词汇，学生也可以及时

跟进大学物理全英教学，用英语提问、回答，以及课堂讨

论。 

光学（Optics）是大学物理的重要内容，主要讲授成像

（Images）、干涉（Interference）、衍射（Diffraction）等三

部分内容，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光学成像、干涉、衍射的物

理本质及其应用。通常先讲授光学成像，再讲授光的干涉

和衍射。为了提高浸泡式全英教学效果，这三部分内容的

教授通过图解、比较及课堂讨论方式进行。 

3.1 光学成像、干涉、衍射的浸泡式全英文图解式教学 

成像、干涉、衍射的浸泡式全英文图解式教学就是利

用多媒体教学工具，突出图文并茂的教学特点，用英文讲

清楚成像、干涉、衍射的物理概念及其本质，藉此可以帮

助学生对成像、干涉、衍射产生直观的物理感受，帮助学

生清楚了解相关的英文专业词汇。 

成像是指光线通过反射镜、透镜、光栏等光学元件的

成像过程，基础是光的直线传播定律、反射定律、折射定

律，利用光的粒子特性，如图1(a)所示。图中显示了凸透镜

将物点S成像于像点P的过程，图中标明了透镜顶点V、物S

和像P、物方焦点Fo和像方焦点Fi等信息。 

 

图1. 光学成像过程 

光的干涉、衍射是指后续光场的叠加，基础是惠更斯

-菲涅尔原理，利用光的波动性质。图2所示杨氏双缝干涉

原理。光源S发出的光经过双缝S1和S2在观察面Y形成明暗

相间的干涉图案。 

 

图2. 杨氏双缝干涉原理 

3.2 光学成像、干涉、衍射的浸泡式全英文比较教学 

光学成像、干涉、衍射的浸泡式全英文比较教学可以

从这三部分内容的基础讨论进行。 

几何光学依靠光的三大传播定律：直线传播定律(Law 

of Rectilinear propagation)、反射定律(Law of reflection)、折

射定律(Law of refraction)确定成像过程，基础是费马原理

(Fermat’s Principle)，因为从费马的最小时间原理可以推导

出光的三大传播定律。 

 光的干涉和衍射的基础是惠更斯 -菲涅尔原理 (The 

Huygens - Fresnel Principle)。惠更斯提出子波的概念，认为

某一时刻波阵面上布满了子波波源，每个子波波源发出球

面子波，后一时刻的子波的包络面就形成新的波阵面，但

忽略了子波很多的细节。菲涅尔基于惠更斯原理，提出子

波具有母波相同的频率，后续光场中某一点的振动是所有

不被遮挡的子波的叠加 (Every unobstructed point of a 

wavefront, at a given instant, serves as a source of spherical 

secondary wavelets (with the same frequency as that of the 

primary wave). The amplitude of the optical field at any point 

beyond is the superposition of all these wavelets (considering 

their amplitudes and relative phases))[13]，从而克服了惠更斯

原理的局限性。 

3.3  光学成像、干涉、衍射的浸泡式全英文讨论式教学 

光学成像、干涉、衍射的浸泡式全英文讨论式教学就

是通过设置讨论专题，让学生以小组形式浸泡在英语当中

就专题开展讨论，以提高光学成像、干涉、衍射的全英文

教学效果，及时掌握学生对光学成像、干涉、衍射的理解。 

由于《大学物理》课程课时少，课程内容多，光学成

像、干涉、衍射的全英文课堂讨论时间不宜太长，15分钟

为宜，30分钟尚可，太长可能影响课程内容的教授。光学

成像、干涉、衍射的全英文课堂讨论专题视讨论时间而定。

15分钟的课堂讨论可以设置简单的专题，如讨论光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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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定律、反射定律、折射定律，光的干涉叠加原理。30

分钟的光的成像、干涉、衍射的全英文浸泡式课堂讨论可

以设置稍微复杂的专题，如就光的粒子特性、波动特性进

行讨论，等等。学生通过短时间的课堂全英文小组讨论，

锻炼了专业英语的会话能力，加深了光学成像、干涉、衍

射内容的理解。教师也应该加入到学生课堂讨论当中，可

以及时了解学生对光学成像、干涉和衍射内容的掌握情况，

并对有关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4.  结论 

 光学成像、干涉和衍射是大学物理的内容，本文通过

全英浸泡式图解法教学、比较法教学和课堂讨论法教学，

有效提高了大学物理光学成像、干涉、衍射，得到了华南

理工大学 2012 级土木工程卓越全英班和环境工程全英班

57 名学生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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