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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验训练，使学生具备下列能力： 
1. 能够通过光电器件中的载流子、能带等物理知识，定性定量分析求解其它半导体结构的原理。（支撑

1-2 指标点) 
2. 掌握光电材料及器件的扩散、等离子体注入及 PECVD 等纳米加工技术，并能正确辨别新能源光电器

件的结构及其表征特点。同时可以对其它纳米器件结构及材料给出适宜的加工技术。（支撑 2-1 指标

点） 
3. 能够熟练利用光电器件知识对当下的电池技术与发光二极管技术的发展及规律，并能够通过调研最

新的文献，提出或设计潜在的可提高光电器件输出的新思路。（支撑 3-2 指标点） 
 
二、 教学内容 

第一章. 光电器件简介 
1. 太阳能电池概论 
2. 发光二极管简介 
3. 新能源材料发展背景及全球发展 
要求学生：了解当下光电材料器件发展背景及意义。 

第二章. 太阳能电池特性 
1. 太阳能电池的基本特性 
2. 太阳能电池参数 
要求学生：了解太阳能电池的具体技术参数及其表征特性。 
 

第三章. 发光二极管的特性 
1. 发光二极管的基本特性 
2. 发光二极管参数 
要求学生： 了解发光二极管的具体技术参数及其表征特性。 



第四章. 半导体材料的基本特性 
1. 能带结构 
2. 不同半导体材料 
3. 吸收、发光 
要求学生： 熟知半导体材料的物理学基础，可以从能带、光学角度解释光电器件原理。 

第五章 半导体中的电子和空穴 
1. 载流子浓度及其迁移 
2. 载流子的产生与复合 
要求学生:  从载流子物理学角度理解光电器件的特性的起源。 

第六章. P-N 结 
1．P-N 结 
2．肖特基结 
要求学生：从 PN 级与肖特基结角度理解半导体材料接触的行为。 

第七章. 硅太阳能电池 
1. 硅原子和电子结构 
2. 晶体硅光伏材料 
3. 晶体硅光伏器件 
4. 非晶硅太阳电池 
要求学生： 了解硅基太阳能电池器件及材料发展、分类及其物理学特性。 

第八章. 新型太阳能电池 
1.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2. 有机光伏太阳能电池 
3. 钙钛矿型太阳能电池 
4. 量子太阳能电池 
要求学生： 了解最前沿的新型太阳能电池分类，并可以对比不同电池的优缺点。 

第九章. 发光二极管 
1. 无机发光二极管 
2. 有机发光二极管 
3. 量子点发光二极管 
4. 钙钛矿型发光二极管 
要求学生： 掌握不同发光二极管器件及材料的优劣势及其物理学特性。  

 

第十章. 光学理论介绍及应用 
1. 光学管理理论 
2. 光吸收特性与薄膜制备方法 
要求学生：了解光学管理知识，并理解其在太阳能电池及光电二极管中的应用。 

 
 

 
 
 



三、课程成绩 
1.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能够通过光电器件中的载流子、能带等物理知识，

定性定量分析求解其它半导体结构的原理。（支撑

1-2 指标点) 

利用光电器件知识分析其

它结构半导体器件的潜在

原理。 

课堂提问和课后作业，

课堂学术报告讲演，期

末论文。 
掌握光电材料及器件的扩散、等离子体注入及

PECVD 等纳米加工技术，并能正确辨别新能源光

电器件的结构及其表征特点。同时可以对其它纳

米器件结构及材料给出适宜的加工技术。（支撑 2-
1 指标点） 

对于新结构的半导体或光

电器件可以给出合理适宜

的纳米技术加工方案。 

课堂提问和课后作业，

课堂学术报告讲演，期

末论文。 

能够熟练利用光电器件知识对当下的太阳能电池

技术与发光二极管技术的发展及规律，并能够通

过调研最新的文献，提出或设计潜在的可提高光

电器件输出的新思路。（支撑 3-2 指标点） 

利用最新的文献，提出、分

析或设计出可行的解决太

阳能电池或发光二极管问

题的方案 

课堂提问和课后作业，

课堂学术报告讲演，期

末论文。 

 
2. 成绩评定方法 

 课堂讨论及课程作业权重 课堂报告讲演权重 期末论文权重 
课程目标 1 0.5 0.2 0.3 
课程目标 2 0.3 0.4 0.2 
课程目标 3 0.2 0.4 0.5 

 
3.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 n 达成度 = (课堂提问和讨论平均分*平时权重*20%+期中平均分*期中权重*20%+期末平均分*期末

权重*60%)/( 100*平时权重*20%+100*期中权重*20%+100*期末权重*60%） 
 
 
 
4. 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90-100  

（优秀） 
75-89  

（良好） 
60-74  

（及格） 
0-59  

（不及格） 
能够通过光电器件中

的载流子、能带等物

理知识，定性定量分

析求解其它半导体结

构的原理。（1- 2) 

针对光电能源器

件及材料的背景

及机理，可以定性

定量分析诠释光

电器件的背后机

理。对其它类似的

半导体器件可以

做出原理性的解

释 

针对光电能源器

件及材料的背景

及机理，可以部分

定性分析诠释光

电器件的背后机

理。对其它类似的

半导体器件可以

做出原理性的解

释 

针对光电能源器

件及材料的背景

及机理，能大致理

清光电器件背后

的机理，无法定性

定量的讨论其它

的半导体器件。 

针对光电能源器

件及材料的背景

及机理，大致理解

光电器件背后的

机理，无法定性定

量的讨论其它的

半导体器件。 

掌握光电材料及器件

的扩散、等离子体注

入及 PECVD等纳米加

能够牢固地掌握

新能源光电器件

的加工工艺及其

能够牢固地掌握

新能源光电器件

的加工工艺及其

能够牢固地掌握

新能源光电器件

的加工工艺及其

无法牢固地掌握

新能源光电器件

的加工工艺及其



工技术，并能正确辨

别新能源光电器件的

结构及其表征特点。

同时可以对其它纳米

器件结构及材料给出

适宜的加工技术。（2-
1） 

表征特点，准确地

知道光电器件及

材料的组成成分、

合成、工艺及其应

用条件。 

表征特点，相对准

确地知道光电器

件及材料的组成

成分、合成、工艺

及其应用条件。 

表征特点，部分准

确地知道光电器

件及材料的组成

成分、合成、工艺

及其应用条件。 

表征特点。不能清

晰地知道光电器

件及材料的组成

成分、合成、工艺

及其应用条件。 

能够熟练利用光电器

件知识对当下的电池

技术与发光二极管技

术的发展及规律，并

能够通过调研最新的

文献，提出或设计潜

在的可提高光电器件

性能的新思路。（3-2） 

可以凭借课堂知

识查阅最新的学

术文献，能够准确

地总结光电器件

的规律及原理，可

以独立设计或提

出能够提高光电

效率性能的新思

路。 

可以凭借课堂知

识查阅最新的学

术文献，能够部分

准确地总结光电

器件的规律及原

理，可以独立设计

或提出能够提高

光电效率性能的

新思路。 

可以凭借课堂知

识查阅最新的学

术文献，能够部分

准确地总结光电

器件的规律及原

理，无法独立可以

设计或者提出能

够提高光电效率

性能的新思路。 

可以凭借课堂知

识查阅最新的学

术文献，能够认识

总结光电器件的

规律及原理，无法

独立可以设计或

者提出能够提高

光电效率性能的

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