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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传感器》

课程标准

一、前言

（一）课程性质

1.《传感器》属于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核心课程，本课程理论性非常

强，通过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掌握传感器基本知识、参量

传感器、发电式传感器、其他传感器。

2.本门课程是前期《电子技术基础》、《电工基础》、《PLC》等课程学习后的拓

展课程，是学生就业的必备技能之一。

（二）课程设计理念

本课程以提高学生的职业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为理念，以提高课堂教学为核心，以

学生的职业能力为中心，以职业活动为导向，突出能力目标。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任

务为载体，紧密结合现代自动化工业标准及职业能力要求，以项目任务构建课程教学内

容，创造基于实操的教学环境，实行教、学、做一体化，实践、理论一体化教学，加强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为理实一体化课程，根据课程工作任务和课程内容，设计若干个项目情景教

学，突出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训练,加强利用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注重培养学生可持续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并培养学生善于沟通和合作的

品质,树立劳动观念和职业意识,以及环保、节能和安全意识,为实现学生从学校到企业

的“短过渡”甚至“零过渡”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一）总目标

本课程能使学生从整体上初步认识自动化生产中传感器安装及调试所需要的知识

与技能，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电气电路识读、汽车电气系统常见故障的诊断方法及相关的

职业能力，并能通过典型工作任务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积极的行动意识和职业规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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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为学生顶岗就业夯实基础。同时使学生具备较强的自我学习

能力和社会能力。

（二）具体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传感器的基本知识及测量学基础知识；

（2）掌握多种类型的传感器的基础原理及结构特性知识；

（3）了解传感器技术在工业自动化中的应用。

2.技能目标

（1）能正确使用传感器实验中常用的工具、设备、仪器和仪表及传感器实训台等；

（2）掌握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及外围电路的安装的方法；

（3）能对传感器及外围电路进行调试；

（4）能读懂传感器接线图，能收集相关数据来验证相关理论；

（5）能查找资料、文献等。

3.素质目标

（1）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2）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的能力；

（3）具有安全意识和质量意识；

（4）具有社会责任心和环保意识；

（5）具有勤于思考、做事认真、严谨的良好作风。

三、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一）教学内容选取依据

根据机电行业、工业 4.0 时代典型工作岗位对专业能力的需求，选用了我校自编的

活页校本教材《传感器》，在结构方面,有绪论、传感器技术基础、参量传感器、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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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其他传感器四章,各章都增加了“实训”项目,便于有的放矢组织教学,提高教学

效率;充实了“复习思考”的内容,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使教学更加方便灵活,有利于学生

巩固掌握有关知识和技能。

（二）教学内容组织与安排

《传感器》理实一体化共 80 课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授课时间，每个领域可适

当增加 2 － 4 课时。具体内容如下表：

领域 教学内容 要求
建议

课时

绪论

1.传感器的发展概况

2.传感器的地位及作用

4.课程概述

了解传感器的发展；理解传感器大致

的工作模式；掌握本门课程具体学习内容。

1 节

理论

传感器

及测量

的基本

概念

1.传感器的基本知识

2.测量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传感器的基本组成和重要特性；

了解传感器的选用原则；掌握测量学的基

本知识；能根据误差计算公式，对仪表及

数据进行计算。

6 节

理论

课程

参量传

感器

1.电阻应变式传感器

2.热电阻传感器

3.气敏、湿敏传感器

4.差动变压器式传感器

5.电涡流式传感器

6.电容式传感器

熟悉不同参量传感器的结构和符号；

了解不同参量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影

响传感器工作的特性；掌握传感器的正确

安装方法、测量电路的安装及调试、不同

参量传感器电路的常用测量方法；掌握弹

性敏感元件的基本结构及不同类型弹性敏

感元件的适用范围；掌握弹性敏感元件与

应变片的粘贴方式；能正确完成参量传感

器的调试及测量过程；能够利用数据及函

数图像对传感器的特性进行验证；正确使

用实验中所用到的工具及仪表。

27节

一体

化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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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传

感器

1.热电偶式传感器

2.磁电式传感器

3.霍尔式传感器

4.压电式传感器

熟悉不同类型的发电式传感器的结构和

符号；能理解发电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应

用场景；熟悉不同类型发电式传感器的测

量电路；掌握测量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

能结合电路图连接和验证发电式传感器的

工作原理；能正确完成发电式传感器的调

试及测量过程；能够利用数据及函数图像

对传感器的特性进行验证；正确使用实验

中所用到的工具及仪表。

19节

一体

化课

程

其他传

感器

1.光敏电阻传感器

2.光敏二极管传感器

3.光敏三极管传感器

4.光电池

5.光纤传感器

6.压阻式传感器

熟悉不同类型的光电及压阻式传感器的结

构和符号；能理解光电及压阻式传感器的

工作原理及应用场景；熟悉光电及压阻式

传感器的测量电路；掌握测量电路的具体

工作原理；能结合电路图连接和验证光电

及压阻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能正确完成

光电及压阻式传感器的调试及测量过程；

能够利用数据及函数图像对传感器的特性

进行验证；正确使用实验中所用到的工具

及仪表。

27节

一体

化课

程

四、实施建议

（一）教材的选用

本课程选用了我校教师自编的《传感器》一体化活页教材。

1.教材体现了以就业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将教学内容与生产生活中的实

际应用相结合,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反映了当前传感器技术的新知识、新技术。

2.教材符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特点、心理特征、阅读特点和技能形成规律，

适应不同教学模式的特点,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提供比较全面的支持。

3.教材体现了职业教育特色,既具有通用性,又体现针对性。

（二）教学建议

本课程采用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的模式进行教学，教学过程

中综合运用任务教学法、演示法、启发引导法、行为导向教学法、讲授法等教学方法结

合多媒体课件和视频演示开展教学，教学中注重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和社会能力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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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基本条件

1.教学场所

传感器实训室 、多媒体教室。

2.实训设备

（1）传感器实训台 14 台；

（2）传感器元件；

（3）示波器、万用表、常用改锥、测量工具等；

（4）导线若干；

（5）其他易耗品；

3.教学团队

现有电气类教师 13 人；学科带头人 1 人，名师 1 人；硕士研究生 2 人，本科 11

人；高级讲师 4 人，讲师 3人；技师 8人，高级工 3 人；“双师型”教师 11 人。“双

师型”教师比例 85%。团队的建设以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为核心，以强化教师实践能

力为重点，形成“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团队合力。

本课程按项目任务开展，共有 18 个项目任务 ，每个项目任务相对独立，可由 1 －

2 名专业教师按任务开展教学。

（四）考核与评价

本课程采用理论考核与实操考核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成绩评定由

实操成绩 60%和理论考核 40%两部分组成。

理论考核分为期中和期末阶段性评价，采取笔试的形式,考核内容侧重于各种传感

器的的基本原理、传感器特性、测量电路的基本原理、测量误差的计算、不同类型传感

器的适用场合等，各占总成绩的 20%。

实操考核采用项目考核累计方式,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规定项目的规范

操作，考核内容侧重于测量的准确性、操作规范、最终实验报告结果的考核。

（五）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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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充分利用图片、视频、多媒体课件等提高学生对各

教学方法的认识，同时应积极创造条件搭建远程教学平台，扩大课程资源的交互空间。

本课程将开发教学文档、讲义、课件、教材等资源，届时可供学生使用。

五、编制说明

适用专业：机电技术应用 电气运行与控制

专业组：机电技术应用教研组

制定人：黄宇光 张嘉铭 刘子龙

审核人：姜艳萍

编制日期：202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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