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点项目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课程类别：专业技能课程

适用专业：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

建议学时：高职阶段 90学时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的专业技能课程。其任务是：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获得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特性参数、选型、

安装使用、调试等方面的知识，掌握常见物理量检测的方法，对测量

技术的基本概念、抗干扰技术、电磁兼容及计算机在检测系统中的应

用有初步的了解，具备根据具体测试对象、测试要求、测试环境选择

合适测量原理和测量方法的能力，并能够对检测系统的性能进行分

析、对测得的数据进行处理，为后续课程的学习，从事工程技术工作

与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检测技术的基本概念，检测装置的基本特性，具备误

差理论知识，学会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的方法；

（2）掌握应变式传感器、电容传式感器、电感式传感器、热电

式传感器等其他形式传感器的原理，结构，学会非电量检测技术及相

关检测方法；

（3）掌握几种常见的数字式位置传感器（角编码器、光栅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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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磁栅传感、容栅传感器）原理和在数控机床中的应用

（4）了解电测技术中抗干扰问题的介绍，了解噪声源及耦合方

式，共模、差模干扰知识，掌握常用抗干扰措施。

2．能力目标

（1）能根据具体测试对象、测试要求、测试环境选择合适测量

原理和测量方法的能力；

（2）能够对检测系统的性能进行分析、对测得的数据进行处理；

（3）能对测试系统设计抗干扰措施。

3．素质目标

（1）具备热爱科学、实事求是的学风；

（2）具备严谨、细心、全面、追求高效、精益求精的职业素质；

（3）具备道德品质、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极强的敬

业精神。

三、课程内容与要求

序

号
学习情境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1

检测技术

的基础知

识

检测技术的基本概念，测

量方法，测量误差，误差

分析与数据处理的方法，

传感器的基本特性。

1.掌握检测技术的基本概念，测

量方法；

2.了解测量误差，误差分析与数

据处理的方法；

3.掌握传感器的基本特性；

10

2 温度检测

温标及测温方法，膨胀式

温度计，电阻式温度传感

器的工作原理，热电偶温

度计，集成温度传感器，

测温系统实例

1.掌握温标及测温方法；

2.掌握膨胀式温度计，电阻式温

度传感器、热电偶温度计，集成

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3.能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对温度进

行检测。

12

3 压力检测

压力的概念及单位，应变

式压力计工作原理，压电

式压力传感器，电容式压

力传感器，霍尔式压力计，

电子秤，测压系统实例

1.掌握应变式压力计，压电式压

力传感器，电容式压力传感器，

霍尔式压力计，电子秤的测量原

理及使用；

2. 能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对压力

进行检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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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习情境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4
物位及厚

度检测

浮力式物位检测，静压式

物位检测，电容式物位计，

超声式物位、厚度传感与

测试，核辐射物位、厚度

传感与测试，电涡流厚度

传感与测试

1.掌握浮力式，静压式，电容式，

超声式，核辐射，电涡流式传感

器测量物位及厚度的原理及应

用；

2. 能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对物位

及厚度进行检测。

10

5
位移及速

度检测

自感式位移传感与测试，

差动变压器，电位器传感

器，，电涡流位移计，电

容式位移传感器，磁电感

应式速度传感与测试，转

速的传感与测试

1.掌握自感式位移传感器，差动

变压器，电位器传感器，，电涡

流位移计，电容式位移传感器测

量位移的原理及应用；

2.掌握磁电感应式速度传感与测

试；

3. 能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对位移

及速度进行检测。

12

6
光学量、磁

学量检测

光学量测量，磁学量测量，

成分参数测量的方法

1.了解光学量、磁学量等的测量

方法；

2. 能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对光学

量等参数进行检测。

10

7 位置测量

位置测量的方式，数字式

角编码器，光栅传感器，

磁栅传感器，容栅传感器

1. 了解位置测量的几种方式；

2. 掌握数字式角编码器（码盘）

原理和应用；

3. 掌握光栅传感器在机床中的

应用；

4. 了解磁栅传感器、容栅传感器

在机床中的应用；

12

8
抗干扰技

术

干扰的类型及产生的原

因，常用的抑制干扰措施

1.掌握测试系统常见的干扰及抑

制的方法；

2.能对测试系统设计对应的干扰

措施。

8

总 计 90

四、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1）教学过程遵循“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主要采

用案例教学、引导文教学、项目教学等教学方法,结合讲授法、讨论

法等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多媒体教学为主，适当采用现场教学形式。

（2）应加强对学生实际编程能力的培养，强化案例教学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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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使学生在项目活动中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的知识

应用能力。

（3）应以学生为本，注重 “教”与“学”的互动。通过选用典

型活动项目，由教师提出要求或示范，组织学生进行活动，让学生在

活动中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4）教师必须重视实践，更新观念，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

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新模式，为学生提供自主发展的时间和空

间，积极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养，努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5）应注重职业情景的创设，提高学生岗位适应能力。

2．教学评价建议

（1）教学评价原则

①突出过程评价，结合课堂提问、课后作业、答辩情况等手段，

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考核，并注重平时采分。

②强调目标评价和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引导学生进行学

习方式的改变。

③强调课程结束后综合评价，结合项目练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动性和创造力，注重考核学生所拥有的综合职业能力及水平。

（2）考核方式与成绩构成

考核方式与成绩构成见表 3。

表 3 考核方式与成绩构成

序号 评价模式 考核项目 考核标准 权重

1
形成性评

价

平时表现 见表 4 20

作业质量 10

小 计 30

2
终结性评

价

课内实验 30

理论知识 40

小 计 70

总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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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标准与成绩认定

①平时成绩考核

平时成绩考核标准见表 4。

表 4 平时成绩考核标准

序号 考核内容
成绩认定

考核人员 权重
A B C D E

1 纪律观念 教师 25

2 学习态度 小组成员 25

3 项目完成情况 小组成员 30

4 课堂参与程度 小组成员 20

注：成绩认定中 A（≥90）、B（≥80）、C（≥70）、D

（≥60）、E（＜60）。

②作业成绩考核

学生课外作业的次数一般为 5 次，学生作业成绩取其数次作业成

绩的平均数。

③课内实验考核

见表 5

表 5 实践项目考核标准

序

号
考核内容

成绩认定
权重

A B C D E

1 应变式传感器的应用 25

2 霍尔式传感器的应用 25

3 电感式传感器的应用 25

4 电容式传感器的应用 25

④理论知识考核

检测与信号处理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应用技术，各种

传感器的原理、结构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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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录像带、视听光盘等多媒体课件，

通过搭建起多维、动态、活跃、自主的课程训练平台，使学生的主动

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调动。

（2）搭建产学合作平台，充分利用本行业的企业资源，满足学

生参观、实训的需要，并在合作中关注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和教学内

容的调整。

（3）积极利用各种手册、练习册、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字

图书馆等资源，使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得到拓展。

4．其它说明

（1）适用专业

本课程教学标准适用于三年制高职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2）教材

尽量选用与企业专家共同开发的、采用企业生产实例编写的高职

教育示范教材。

参考书目：

①宋文绪，杨帆.《传感器与检测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常健生.《检测技术与转换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

③付家才，沈显庆，孟毅男.《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原理及实践》，

中国电力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