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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应用技术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传感器应用技术 

Senso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课程代码 0080272 课程学分 3 

课程学时  48 理论学时 40 实践学时 8 

开课学院 高职学院 机电工程系 适用专业与年级 高职机电专业一年级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方向必修课 考核方式 考查 

选用教材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  贾海瀛 主编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9.11第 2版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电工电子技术、机电传动控制、电气与 PLC控制技术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机电一体化自动化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旨在为学

生提供传感器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应用各

种传感器，满足现代社会对自动化技术人才的需求。课程注重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内容包括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分类、特性及选型，同时涵

盖各种传感器的应用技术和实践方法。重点讲解电阻式、电容式、电

感式、光电式、磁电式等常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测量电路及实际应

用。此外，还包括传感器信号处理、接口技术、校准与测试等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能够掌握传感器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熟悉各种传感器的应用技术和测量方法。学生将具备传感器选型、应

用设计、测试与校准等方面的能力，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

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和继续学习打下坚实的

基础。通过介绍传感器技术在工业应用中的重要作用，使学生领会新

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内涵，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本课程适合机电一体化专业一年级（第 2学期）学生学习，要求学生

具有电工电子技术、机床电气控制、电气与 PLC控制、机电传动与控

制技术等专业课程基础知识。 

大纲编写人        （签名） 制/修订时间 2024.06 

专业负责人 （签名） 审定时间 2024.06 

学院负责人     陈莲君       （签名） 批准时间 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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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知识目标 

1 
理解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包括传感器的定义、分类、特性以及传感

器的物理效应和化学效应等。 

2 
理解传感器在工业自动化、环境监测、医疗诊断、航空航天等领域

的应用，以及传感器技术的新发展。 

技能目标 

3 
掌握传感器的选型与配置：根据实际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传感器

类型，并进行正确的配置。 

4 
熟悉传感器的安装与调试技能：传感器的安装方法、调试技巧以及

故障排除方法，确保传感器能够正常工作。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5 

培养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通过实验、实训等实践

活动，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发挥创新

精神，探索传感器技术的新应用；在团队项目中，培养学生的团队

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环境。 

6 

增强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

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其能够自觉遵守行业规范，为社会做出贡

献。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各教学单元预期学习成果与教学内容 

第 1单元：传感器基础 

教学内容： 

传感器的基本概念：介绍传感器的定义、分类及其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帮助学生

理解传感器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详细讲解不同类型传感器（如电阻式、电容式、电感式等）的

工作原理，以及它们如何将物理量或化学量转换为电信号。 

传感器的基本特性：包括灵敏度、分辨率、线性度、迟滞、重复性、稳定性等，帮

助学生理解并选择适合特定应用的传感器。 

传感器的信号处理：介绍如何对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进行处理，包括放大、滤波、转

换等，以提高信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预期学习成果： 

理解传感器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学生能够清晰地区分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并理解它

们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 

掌握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学生能够理解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并能将物理量或化学量

转换为电信号的基本概念。 

熟悉传感器的基本特性：学生能够理解并评估传感器的性能参数，如灵敏度、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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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线性度等，以选择合适的传感器。 

具备基本的信号处理能力：学生能够理解并应用基本的信号处理方法，如放大、滤

波、转换等，以提高传感器的测量准确性。 

通过以上教学内容和预期学习成果，可以建立起对传感器应用技术的基本理解，为

后续的专业课程和实践操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 2单元：温度检测 

教学内容： 

温度检测的基本概念：介绍温度检测的意义、温度的单位和温度检测的常用方法，

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 

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详细讲解不同类型的温度传感器（如热电阻、热电偶、热

敏电阻等）的工作原理，帮助学生理解它们如何将温度转换为电信号。 

温度传感器的选择与应用：介绍如何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温度传

感器，并讲解温度传感器的应用实例。 

温度检测电路的设计：介绍如何设计基于温度传感器的检测电路，包括信号的放

大、转换和处理等，以实现对温度的准确测量。 

预期学习成果： 

理解温度检测的基本概念：学生能够理解温度检测的重要性，熟悉温度的单位和温

度检测的常用方法。 

掌握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学生能够理解不同类型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能够

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温度传感器。 

具备温度检测电路的设计能力：学生能够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设计基于温度传感器

的检测电路，实现对温度的准确测量。 

知道温度传感器的应用领域：学生能够知道温度传感器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如工

业生产、环境监测、医疗诊断等。 

通过以上教学内容和预期学习成果，可以掌握温度检测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未来

的职业生涯和继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 3单元：气体成分检测 

教学内容： 

气体成分检测的重要性：介绍气体成分检测在环境保护、工业生产、医疗诊断等领

域的重要性，以及为何需要用到传感器进行气体成分检测。 

气体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详细讲解不同类型的气体传感器（如电化学传感器、半导

体气体传感器、光学气体传感器等）的工作原理，帮助学生理解它们如何检测气体成分

和浓度。 

气体传感器的特性与选择：介绍气体传感器的关键特性，如灵敏度、选择性、响应

时间、稳定性等，并教授学生如何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气体传感器。 

气体检测系统的设计：介绍如何设计一个完整的气体检测系统，包括传感器的选

择、信号的采集与处理、数据的显示与存储等，帮助学生理解气体检测系统的整体架构

和工作流程。 

气体检测技术的应用实例：通过一些实际的气体检测应用案例，让学生更好地理解

和应用气体检测技术。 

预期学习成果： 

理解气体成分检测的重要性：学生能够认识到气体成分检测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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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意义。 

掌握气体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学生能够理解不同类型气体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检测

机制。 

具备气体传感器的选择与评估能力：学生能够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气体传感

器，并能够对传感器的性能进行评估和比较。 

初步具备气体检测系统的设计能力：学生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设计一个基本的气体

检测系统，包括传感器的选择、信号的采集与处理等。 

知道气体检测技术的应用领域：学生能够知道气体检测技术在环境保护、工业生

产、医疗诊断等领域中的应用实例。 

通过以上教学内容和预期学习成果，可以对气体成分检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掌

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和继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 4单元：湿度检测 

教学内容： 

湿度检测的基本概念：介绍湿度的定义、单位以及湿度检测的重要性，帮助学生建

立对湿度检测的基本认识。 

湿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详细讲解不同类型的湿度传感器（如电阻式湿度传感器、

电容式湿度传感器、露点式湿度传感器等）的工作原理，帮助学生理解它们如何感知和

测量湿度。 

湿度传感器的特性与选择：介绍湿度传感器的关键特性，如湿度范围、精度、响应

时间、稳定性等，并教授学生如何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湿度传感器。 

湿度检测电路的设计：介绍如何设计基于湿度传感器的检测电路，包括信号的放

大、转换和处理等，以实现对湿度的准确测量。 

湿度传感器的应用实例：通过一些实际的湿度检测应用案例，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

应用湿度检测技术。 

预期学习成果： 

理解湿度检测的基本概念：学生能够理解湿度的定义、单位以及湿度检测在不同领

域中的应用价值。 

掌握湿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学生能够理解不同类型湿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测量

机制。 

具备湿度传感器的选择与评估能力：学生能够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湿度传感

器，并能够对传感器的性能进行评估和比较。 

初步具备湿度检测电路的设计能力：学生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设计基于湿度传感器

的检测电路，实现对湿度的准确测量。 

知道湿度传感器的应用领域：学生能够知道湿度传感器在环境监控、农业生产、医

疗卫生等领域中的应用实例。 

通过以上教学内容和预期学习成果，可以对湿度检测有一个全面的知道，并掌握相

关的知识和技能，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和继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能够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湿度传感器，提高其在实践中的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第 5单元：力学量的检测 

教学内容： 

力学量检测的基本概念：介绍力学量（如力、压力、重量、位移、加速度等）检测

的意义和应用场景，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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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详细讲解不同类型的力学传感器（如力传感器、压力传感

器、位移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等）的工作原理和检测机制，帮助学生理解它们如何将

力学量转换为电信号。 

力学传感器的选择与应用：介绍如何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选择合适的力学传

感器，并讲解力学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如工业自动化、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 

力学检测电路的设计：介绍如何设计基于力学传感器的检测电路，包括信号的放

大、转换和处理等，以实现对力学量的准确测量。 

力学量的测量与校准：介绍力学量的测量方法和校准标准，帮助学生知道如何确保

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预期学习成果： 

理解力学量检测的基本概念：学生能够理解力学量检测的意义和应用场景，熟悉力

学量的单位和测量方法。 

掌握力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学生能够理解不同类型力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检测

机制，能够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力学传感器。 

具备力学检测电路的设计能力：学生能够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设计基于力学传感器

的检测电路，实现对力学量的准确测量。 

知道力学传感器的应用领域：学生能够知道力学传感器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如工

业自动化、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等。 

掌握力学量的测量与校准方法：学生能够知道并掌握力学量的测量方法和校准标

准，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通过以上教学内容和预期学习成果，可以全面掌握力学量的检测技术和应用，为未

来的职业生涯和继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力学传感器，提高其在实践中的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第 6单元：液位检测 

教学内容： 

液位检测的基本概念：介绍液位检测的定义、目的和应用场景，解释液位、液面高

度等概念，以及液位检测在工业生产、环境监测等领域的重要性。 

液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详细讲解不同类型的液位传感器（如浮子式液位传感器、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雷达液位传感器等）的工作原理，让学生知道

它们是如何检测液位变化的。 

液位传感器的选择与安装：教授学生如何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液位

传感器，并介绍液位传感器的安装方法、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解决方案。 

液位检测系统的设计：介绍如何设计一个完整的液位检测系统，包括传感器的选

择、信号的采集与处理、数据的显示与传输等，帮助学生理解液位检测系统的整体架构

和工作流程。 

液位检测技术的应用实例：通过一些实际的液位检测应用案例，让学生更好地理解

和应用液位检测技术。 

预期学习成果： 

理解液位检测的基本概念：学生能够明确液位检测的目的和应用场景，知道液位、

液面高度等概念，以及液位检测的重要性。 

掌握液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学生能够理解并掌握不同类型液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和检测机制，能够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液位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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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液位传感器的选择与安装能力：学生能够根据实际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液位传

感器，并知道液位传感器的安装方法和注意事项，能够解决常见的安装问题。 

初步具备液位检测系统的设计能力：学生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设计一个基本的液位

检测系统，包括传感器的选择、信号的采集与处理等，知道液位检测系统的整体架构和

工作流程。 

知道液位检测技术的应用领域：学生能够知道液位检测技术在工业生产、环境监测

等领域中的应用实例，对液位检测技术的实际应用有更深入的认识。 

通过以上教学内容和预期学习成果，可以对液位检测有一个全面的知道，并掌握相

关的知识和技能，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和继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能够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液位传感器，提高其在实践中的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第 7单元：位移检测 

教学内容： 

位移检测的基本概念：首先介绍位移的定义、单位及位移检测的重要性，特别是在

机械、自动化和测量技术等领域的应用。 

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详细讲解不同类型的位移传感器，如电位器式、电感式、

电容式、光电式、超声波式和激光式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测量原理。 

位移传感器的特性与选择：介绍位移传感器的关键特性，如测量范围、分辨率、线

性度、重复性等，并教授学生如何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位移传感器。 

位移测量系统的设计：介绍如何设计一个位移测量系统，包括传感器的选择、信号

的处理、数据的采集与显示等，让学生知道整个测量系统的构成和工作流程。 

位移检测的应用实例：通过一些实际的位移检测应用案例，如机床加工、机器人导

航、自动化生产线等，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位移检测技术。 

预期学习成果： 

理解位移检测的基本概念：学生能够清晰理解位移的定义、单位及其在实际应用中

的重要性。 

掌握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学生能够理解并掌握各种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测

量原理，知道它们是如何将位移转换为电信号的。 

具备位移传感器的选择与评估能力：学生能够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位移

传感器，并能够对传感器的性能进行评估和比较。 

初步具备位移测量系统的设计能力：学生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设计一个基本的位移

测量系统，包括传感器的选择、信号的处理和数据的采集等。 

知道位移检测的应用领域：学生能够知道位移检测技术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如机

械制造、自动化控制、测量技术等，并理解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以上教学内容和预期学习成果，可以对位移检测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并

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和继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能

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应用位移传感器，提高其在实际操作中的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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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教学单元 

1 2 3 4 5 6 

1．基础知识 √ √ √ √ √ √ 

2．温度检测 √ √ √ √ √  

3．气体成分检测 √ √ √ √ √  

4．湿度检测 √ √ √ √ √  

5．力学量的检测 √ √ √ √ √  

6．液位检测 √ √ √ √ √  

7．位移检测 √ √ √ √ √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与学方式 考核方式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小计 

1．基础知识 多媒体授课、互动、案例 测验、报告、互动 6  6 

2．温度检测 
多媒体授课、互动、案例、课程

报告、实验 
测验、报告、互动 8 2 10 

3．气体成分检测 同上 测验、报告、互动 2  2 

4．湿度检测 同上 测验、报告、互动 3  3 

5．力的检测 同上 测验、报告、互动 6 2 8 

6．液位检测 同上 测验、报告、互动 6  6 

7．位移检测 同上 测验、报告、互动 9 4 13 

合计 40 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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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内实验项目与基本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标要求与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 
类型 

1 
温度传感器原

理特性和使用 

学会如何正确连接和使用 PT100温度传感器。 

学会如何识别不特定故障，并排除故障后正确

验证 PT100温度传感器在不同温度下的电阻值

变化，并了解其与温度之间的对应关系。 

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和观

察分析能力。 

2 综合型 

2 
压电传感器原

理特性和使用 

掌握压电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和使用方法。 

学会如何识别不特定故障，并排除故障后正确

连接和使用压电传感器。 

通过振动加速度实验装置和振动幅度实验装置

认证传感器在实际环境中的性能，包括测量范

围、准确性和稳定性。 

2 综合型 

3 
霍尔传感器原

理特性和使用 

理解和掌握霍尔效应的基本原理以及霍尔传感

器的工作原理。 

学会如何正确连接和使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通过实验验证霍尔电流传感器与被测电流之间

的关系，并理解其测量原理。 

2 综合型 

4 
压力传感器原

理特性和使用 

根据实验要求，选择适合的称重传感器。校准

传感器：对传感器进行校准，确保测量结果的

准确性。校准过程可能包括在无荷载状态下对

电阻应变片进行零点校准，以及加上已知重量

的物体进行灵敏度校准。 

连接电路：将传感器连接到合适的电路上。注

意正负极之间的连线，以及电阻和电容的接

法。 

测试实验数据：将已经校准并连接好的传感器

放置物体下方，测量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或电流

值。根据测量结果计算物体的重量。 

2 综合型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②验证型③设计型④综合型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1. 国家科技战略与自主创新 

 结合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强调传感器技术作为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性，鼓励学生树

立自主创新的意识，为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力量。 

2. 工匠精神与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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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传统传感器的制造过程中需要具备的工匠精神，包括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注

重细节等品质。 

3.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通过实验和案例分析，让学生深入理解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应用场景，培养他们的

实践创新能力和跨学科综合素质。 

4. 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 

 引导学生思考传感器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如公共安

全、环境保护等，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5. 历史传承与技术发展 

 通过介绍传感器技术的最新进展和前沿应用，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他们的民

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五、课程考核 

总评

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合计 

1 2 3 4 5 6 

X1 40% 
期末测验（最后一次课

90分钟） 
35 25 20 20   100 

X2 25% 

课堂测验 

或者：课程报告（不少

于 1500 字，结合所在

专业方向，尝试设计某

型传感器，内容包括功

能介绍、类型分组、物

理组成、工作原理、相

关电路、数据处理和传

递过程、执行结构动作

反馈、功能扩展性等

等） 

10 10 30 30 10 10 100 

X3 20% 实验及实验报告 20 20 20 20 10 10 100 

X4 15% 作业、课堂互动及考勤 20 20 20 20 10 10 100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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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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