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海市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电工仪表与测量》

课程标准

机电教研组编制

2022 年 7 月



目 录

一、前言 ................................................................. 1

（一）课程性质 ........................................................1

（二）课程设计理念 ....................................................1

（三）课程设计思路 ....................................................1

二、课程目标 ............................................................. 1

（一）总目标 ..........................................................1

（二）具体目标 ........................................................2

1.知识目标 ........................................................ 2

2.技能目标 ........................................................ 2

3.素质目标 ........................................................ 2

三、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 2

（一）教学内容选取依据 ................................................2

（二）教学内容组织与安排 ..............................................3

四、实施建议 ............................................................. 5

（一） 教材的选用 .....................................................5

（二） 教学建议 .......................................................5

（三）教学基本条件 ....................................................6

1.教学场所 ........................................................ 6

2.实训设备 ........................................................ 6

3.教学团队 ........................................................ 6

（四）考核与评价 ......................................................6

（五）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7

五、编制说明 ............................................................. 7



-1-

《电工仪表与测量》课程标准

一、前言

（一）课程性质

《电工仪表与测量》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同时

也是电类专业里的专业基础课。学科特点是：以其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及专业课电工基

础、电子基础为理论依据，偏重于有关电类测量设备的理论与实际测量的应用，在实际

应用中来检验所学理论知识，又用理论知识去指导实际应用，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对于近年来以就业为主的学生，在突出基础知识与职业实践结合的同时，更注重以职业

技能训练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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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为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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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务目

标为载体，紧密结合机电行业规程标准和职业能力要求，以实际应用模块构建课程教学

内容，实行实践、理论一体化教学，创造基于现场学与练的教学环境，实行教、学、做

一体化，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加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将课程思政贯穿教学的始终，

注重德育教学在学生专业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

（三）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课，近半数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根据课程

工作任务和课程内容，可设计若干个项目情景教学，突出学生的仪表使用和测量操作技

能训练，同时加强利用理论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要注重学生的动脑动

手能力、方法能力、专业能力和社会能力培养，并培养学生善于表达和沟通能力，培养

学生团结合作的品质，树立劳动观和职业意识，并养成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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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电工各类常用的仪器、仪表和专用仪器、仪表以及测

量所需要的必备知识和使用操作技能，使学生对所学各类仪器、仪表及测量技能达到懂

原理、会选择、会应用、会测量、会分析得出正确结果的应达水平。以“立德树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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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教育教学理念，以“工匠精神，技能成才”为育人目标，使学生具有较强的工作方

法能力和社会应用能力以及一定的创新能力，也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做好

前期准备。同时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培养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

完美的精神，培育众多“中国工匠”。

（二）具体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常用电工仪表的误差和准确度定义；

（2）掌握磁电系、电磁系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构成，原理及扩大量程的方法；

（3）了解 500 型万用表和数字式万用表的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

（4）掌握常用的电阻测量方法及其分类；

（5）熟悉互感器及兆欧表、电能表和功率表，示波器及单双臂电桥等的构造和工

作原理。

2.技能目标

（1）能够按照实际需求，准确选择测量仪器仪表解决问题；

（2）能够按照仪器仪表技术参数，快速判断功能用途及使用方法；

（3）能够安全并准确无误的接线测量，如准确装接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电

能表等；

（4）能够熟练并按照安规要求，使用万用表、示波器、互感器、兆欧表等仪器，

测试分析实际电路。

3.素质目标

（1）具有自主学习能力，能使用工具书及手册查阅资料，自行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养成安全意识和质量意识；

（3）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4）具有社会责任心和环保意识；

（5）具有严谨认真、追求完美的精神，并不断渗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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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一）教学内容选取依据

根据职业教育类行业标准选用了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电工仪表与测量》,

以现场教学方法为主体，以一些常用的电气产品为为范例，理论结合实际，加强测量操

作应用能力，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重点突出仪器仪表使用方法的掌握，并加强学

生对仪器仪表的使用选择和维护能力。

（二）教学内容组织与安排

《电工仪表与测量》理论+实训共 72 课时，理论与实训课时比例均为 1:1 分配，根

据实际情况，部分章节可设为选学内容，教学过程中部分章节理论内容还可适当降低深

度。具体内容如下表：

领域 教学内容 要求 思政元素 建议课时

电工

仪表

与测

量的

基本

知识

1. 常用电工测量方

法

2. 常用电工仪表的

分类、型号及标志

3. 电工仪表的误差

和准确度

4. 测量误差及消除

方法

5. 电工指示仪表的

组成

6. 电工指示仪表的

技术要求

7. 大国工匠-徐立平

人物事迹

掌握电工测量的定义，

能够区分常用电工仪表的

分类、型号和标志；掌握电

工测量仪表的组成，能够快

速识别仪表的准确度等级；

掌握仪表误差的方法，能够

快速读懂仪表的主要参数；

掌握仪表误差的分类。

引入大国

工匠-火药雕

刻师徐立平的

人物事迹，培

养学生严谨认

真、精益求精、

追求完美的精

神。

8

（4+4）

电流

与电

压的

测量

1.直流电流表和电压

表

2.交流电流表和电压

表

3.仪用互感器

4.钳形电流表

5.电流表和电压表的

选择和使用

6.介绍中国量子力学

第一人潘建伟的团队

掌握磁电系、电磁系、

电动系、电流表和电压表的

构成原理及扩大量程的方

法，能熟练接线电流表、电

压表和功率表，并能规范的

测量电路；掌握互感器的作

用及分类，能够熟练并规范

的使用各种电压电流互感

器；掌握互感器的工作原理

通过对潘

建伟的团队的

讲解使学生认

识到一个人的

力 量 是 有 限

的，而团队的

力 量 是 无 限

的，有利于学

生在实训过程

20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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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结构特点，能够根据需

求，快速做出互感器的选

择；了解钳形电流表的结构

和工作原理，能够时刻铭记

钳形电流表使用时注意事

项。

中相互配合团

结协作，从而

培养学生的沟

通能力和团队

合作意识。

模拟

式万

用表

和数

字式

万用

表

1. 模拟式万用表和

数字式万用表的组成

2. 模拟式万用表和

数字式万用表的工作

原理

3. 模拟式万用表和

数字式

4.万用表的使用和维

修

5.介绍万用表的发展

过程

了解模拟式万用表和

数字式万用表的组成、测量

原理，能够熟练使用指针式

和模拟式万用表及数字式

万用表，规范的测试电路物

理量（电流、电压、电阻等）；

掌握模拟式万用表和数字

式万用表的正确使用及注

意事项；掌握数字式频率表

使用、注意事项。

通过介绍

科技快速发展

变化，培养学

生科技强国和

创新的精神。

12

（6+6）

电阻

的测

量

1电阻测量方法的分

类

2. 直流单臂电桥

3. 直流双臂电桥

4. 兆欧表

5. 接地电阻测量仪

6. 播放工厂电气安

全事故案例警示教育

视频

掌握电桥的结构，直流

电桥和交流电桥的分类及

工作原理，能够熟练使用直

流单臂电桥和直流双臂电

桥；掌握绝缘电阻的测量原

理，能够安全并规范使用兆

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掌握接

地电阻测量仪的工作原理

与测量方法，掌握接地电阻

测试仪，能够安全并规范的

使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

电路。

通过实际

事故案例警醒

学生，提高学

生的安全意识

和责任意识，

理解四不伤害

原则。

8

（4+4）

电功

率的

测量

1. 电动系功率表

2. 三相有功功率的

测量

3. 三相无功功率的

测量

4. 播放国家电网的

快速发展历程和电力

工程技术人员努力攻

关的视频

熟悉电动系功率率表

的构造及工作原理；了解铁

磁电动系测量机构的构造

及用途；了解低功率因数功

率表的原理及应用；掌握有

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测量

方法。

提高学生

的爱国主义和

民族自豪感，

同时培养爱岗

敬业的职业道

德精神。

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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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

的测

量

1. 感应系电能表

2. 电子式电能表

3. 三相有功电能的

测量

4. 电能表的使用

5. 展示中国发电厂

的发展过程

熟悉单相感应系电能

表的结构，了解其工作原

理；了解电子式电能表的组

成及使用方法；掌握三相有

功电能的测量方法；熟练掌

握电能表的装接方法和选

择方法。

培养学生

的绿色环保意

识，节约用电，

知道“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的伟大

意义。

8

（4+4）

常用

电子

仪器

1. 低频信号发生器

2. 普通示波器的组

成及原理

3. 双踪示波器的组

成及原理

4. 双踪示波器的使

用方法

5. 晶体管特性图示

仪

6. 大国工匠-张凤光

人物事迹

了解低频信号发生器

的组成，掌握其使用方法；

了解通用示波器的组成及

原理；了解双踪示波器的组

成及原理；掌握双踪示波器

的使用维护方法；了解晶体

管特性图示仪的组成及原

理，掌握其使用方法；能够

安全并规范的按照要求，使

用示波器测试电路中的信

号波形。

通过讲述

大国工匠-张

凤光从一名企

业普通仪表工

人成长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的专家

的事迹，培养

学生吃苦耐

劳、踏实肯干

的精神。

8

(4+4)

非电

量的

电气

测量

1. 概述

2. 转速的测量

3. 温度的测量

4. 大国工匠-白芝勇

人物事迹

了解转速的测量及使

用方法；了解温度的测量及

方法。

引入大国

工匠-白芝勇

人物事迹，使

学生在实训过

程中踏实认

真，精密测量，

精益求精减少

误差，培养认

真细心的品质

和追求完美的

精神。

选学

四、实施建议

（一）教材的选用

本课程选用了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电工仪表与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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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反映出未来电测技术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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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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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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一体化教学模式，即将课堂教学搬到实习室，学中做、做中学，

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揉为一体。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讲授法、启发法、案例法、演示

法、示范法、任务驱动法、练习法、实操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每讲一种仪器仪表都应进

行感性的认识或举一些常用产品为例，紧密联系实际，叙述的更具体、更清楚一些。并

重点介绍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以提高学生对仪器仪表的使用、选择和维护能力。

学生通过做中学、学中做，利用小组合作、观察法、学思结合法、探究法、练习法

等不同的学习方法，很好的调动了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并根据课题内容，激发学生

自主地思考、分析、讨论，从而解决问题，从学会到会学。

同时保证学生操作训练在生产情景中进行，对学生操作定任务、定时间完成，提高

学生学习效率。教学过程强化学生职业意识，岗位责任意识和团结协作意识，激发学生

进取心，确保双边教学顺利进行。

（三）教学基本条件

1.教学场所

电工仪表实训室 、多媒体教室。

2.实训设备

（1）电工常用仪器仪表和专用仪器仪表若干（按班级人数而定，另配齐备件）；

（2）测量实训台 20 台；

（3）机电类电器、典型电路、各类元器件等若干；

（4）交直流电源、常用和专用工具、绝缘设施及设备等；

（5）其他易耗品。

3.教学团队

本专业教学团队现有电气类专任教师 13 人；硕士研究生 2人；本科生 11 人；高级

讲师 2人，讲师 5人；技师 5人，高级工 2人；“双师型”教师 7人。“双师型”教师

比例 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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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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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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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成绩 50%和理论考核 40%及综合评定三部分组成。

理论考核分为期中和期末阶段性评价，采取笔试的形式,考核内容侧重于基本原理、

分析运算、操作安全知识、操作规程、注意事项等内容。期中期末成绩各占总成绩的

20%。

实操考核采用测量实操考核累计方式,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规定项目的

规范操作，考核内容侧重于使用、选择、方法、结果、规范操作等的考核。

综合评定采用平时成绩 10%与理论考核和实操考核成绩综合后给于最后成绩得分。

（五）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积极开发和利用计算机网络课程资源和优势，提高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制作质量和

综合利用水平，充分利用图片、视频、Flash 动画等提高学生对当前各知识与技能的认

识。利用电工仪表实训室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培养精益求精、追求完

美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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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教学。开发

教学文档、讲义、课件、校本教材等资源，供学生查阅使用。

五、编制说明

适用专业：机电技术应用

专业组：机电技术应用组

修订人：李菲 张宏宇 董林林

审核人：杨静 姜艳萍 傅晓瑞

编制日期：2020 年 7 月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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