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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课程标准

一、前言

（一）课程性质

1.《传感器》属于中等职业学校电气运行与控制专业的核心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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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结合现代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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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培养培养专业技能与思想政治素养兼备的全面发展型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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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中无形无痕地融入思政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职业与素质的合体教育。把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专业技能与思想政治素养兼备的全面发展型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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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设备的安装的方法及相关的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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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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培养学

生的探索求知精神，使学生具备较高的实践操作技能和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并与他人

形成良好的沟通及团结协作能力，能够形成吃苦耐劳，进一步发展形成精益求精的工作

作风。并具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家国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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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家国情怀；

（4）具有国家安全意识和爱国意识；

（5）具有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良好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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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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基础》作为辅助教材及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传感器及应用》，

在结构方面,有绪论、传感器技术基础、参量传感器、发电传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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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活页教材更适合插入思政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职业与素质的合体教育。

（二）教学内容组织与安排

《传感器》理实一体化共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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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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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通过视频展示现代我国

传感器技术发展速度（如：

跳舞机器人、军用蜂群无人

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爱国

情怀，树立学生的国防安全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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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解的同时可以举出以前

社会中的实际案例---靠工

人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精

神支撑起中国工业体系，缩

短与西方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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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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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实操前要经行安全

教育培训，使学生注重安

全，每个实操前都可以插入

试验及化验员严格负责的

工作图片或短片，以此来提

27

节

一

体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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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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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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学生要具备精益求精的

精神，吃苦耐劳的品质。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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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测量前都要求学生

严格按照操作步骤工作，通

过多次实操来培养学生认

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与团队

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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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实验之后应当与学

生经行讨论，分析粗心大意

带来的实验后果，总结失败

原因。然后帮助学生树立精

益求精，吃苦耐劳的工作态

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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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活页教材作为辅助及高等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传感器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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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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活性，每节课的知识章节都可以拆散应用到其他任务

中，并注重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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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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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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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现有电气类教师 13 人：硕士研究生 2人，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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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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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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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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利用技能大赛中各赛项所使用的传感器技术及网络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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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大赛训练设备为

教学平台，扩大校内资源的交互空间，形成“赛、课”融合。本课程将根据大赛中对于

传感器的使用经验及校内实训效果积极开发教学文档、讲义、课件、教材等资源，届时

可供学生使用，最终形成“赛、课、书”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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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人：黄宇光 董力新 刘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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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