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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教学探讨 ①

姜丕杰，程海军，陈晓英
（辽宁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辽宁 锦州１２１００１）

摘　要：作为电气专业的一门基础选修课，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是本专业很重要的一门课程。目前本专业的学生在学
习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方面存在问题，从授课方法、实践应用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可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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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专业基础选修课，课程本身具有很强的理论性

和实践性。传感器技术是以检测原理、材料科学、工艺加工为基础的一门综合性技术［１］。课程每章节

内容相对独立，知识量大，涵盖范围广。现在的授课方式还是主要以理论讲解为主，实践教学为辅，实验

的环节相对较少。另外本专业的学生人数比较多，传统的上课方式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本文

针对“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的特点，结合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及本专业学生的学习特点，探

讨该课程教学改革问题。

１　课程特点
１．１　专业知识复杂

传感器的种类繁多，它是以检测原理、材料科学、工艺加工为基础的学科，所涉及学科较多，知识点

复杂。电气专业的教学计划没有材料科学和工艺加工这两门课程，与此相关的知识学生学习起来比较

难，更多的理论知识都不了解。检测原理中很多与物理相关的知识也没有过接触。无疑增加了学习的

难度。

１．２　实践性强
传感器在现代工业生产中应用很广泛［２］，目前，传感器按测量原理分类具有许多种类型，不同类型

的传感器之间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课本上的内容有限而且原理比较抽象，仅通过课本的介绍，学生无

法真正了解更多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实际应用。传感器具有很强的实用意义，学生只有在生产生活实

践中接触传感器，不断的应用传感器，才能了解传感器，认识传感器，利用传感器。这正说明传感器与检

测技术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１．３　知识更新快
近些年，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半导体技术已进入超大规模集成化阶段，各种制造工艺和材料

性能的研究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新技术的生产与应用促进了传统的传感器的更新换代，现代传感器

普遍具有集成化、智能化特点；同时，更多新的传感器会因为新材料的发现而开发出来。传感器技术的

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固态化、集成化、多功能化、图像化和智能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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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学生学习问题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是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作为选修课学生习惯性不重视。上课听课的专注度明

显要比专业必修课等课程效果差一些。“传感器与检测技术”专业知识涵盖的范围广，特别是对物理和

材料等学科要求更多一些，在老师讲解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学生对老师讲授的知识，感觉很难，不能够

理解。虽然生活中有很多和传感器相关的生活电器设备，但是，学生没有能够将专业知识与生活相联

系，同时电气专业的学生不学习材料相关的课程，所以学生对与传感器相关的材料特性不能够很快去理

解，既要学习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知识，还要能够理解这些特性材料的应用，长此以往学生对传感器与

检测技术这门课程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专注度就开始下降，学习效果就不好。

２．２　授课方式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３］。学生认为自己认真听课、理解老师的讲解就可

以，没有认识到自己才是学习的主体，应该积极参与其中，与老师之间有互动。缺乏学习积极主动性。

教师认为只要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就忽略了；教师在授

课的过程中很少提问，缺乏互动性。教师的授课手段也是比较单一，现代化的多媒体授课、网络授课，在

讲课中很少应用。基于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疲劳感，学习兴趣降低。

２．３　授课知识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的进步，对现场检测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传感器的特

性要求也是越来越高。随着市场的需求越来越高，各种新型的传感器不断出现。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

教材随着传感器的更新，应不断补充新的知识。教师在备课时要以多本教材为参考，并且从网络中下载

新的传感器应用知识，增加知识量。

３　教学方法的优化与实践
本文针对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课程特点：专业知识的复杂性、课程知识更新快以及教学中存在的教

与学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４］。

３．１　教学理念的更新
本校是省属院校，作为一所地方本科高校，目标就是培养“宽、厚、广”型人才［５］。为此，在课程教学

中需不断调整教学理念，增加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在实验、实践中，充分运用课堂所学理论知识，不断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解决实际工程的实践能力。针对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听课不认真的现象，

应该在上课中增加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比如，在课程的理论讲授中，宜将实物应用教学法与其他教学法

相结合，特别是将一些学生经常听到但又不常见的传感器带到课堂上，在揭去这些传感器神秘面纱的同

时，又能将传感器的原理与实物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联系起来。让学生从实物中感受到传感器魅

力。在介绍某一类传感器的时候，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生产实际，以及社会的焦点，多讲述一些他们生

活中可能经常见到、常用到的一些电子电器产品中使用的传感器，或者国家息息相关的科技热点所提到

的传感器。例如，在介绍温度传感器时，包括热电阻、热敏电阻、热电偶，可以以电磁炉、空调、冰箱、水温

自动调节的热水器、粮库温度检测等设备为例子；卫星升天后，在太空中各种数据的检测等等，都是由相

应的传感器来实现的。通过对于实物的分析研究进行教学应用，能使学生认识到传感器在生活、工业生

产领域的重要性，实践中学生能够将传感器具体化，从实践中将升华理论，不断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和

实践能力。

３．２　整合教学资源
目前各高校都在大力推行教育教学改革，而且各学校专业培养方案也在不断重新调整，在这个大环

境下，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的教学学时较少，教学内容需要不断更新、丰富，以顺应新技术、新材料的

出现。仅靠教学计划安排的学时，不能使学生对传感器有更深的理解。这就促使老师在完成相应的课

时之外，要在其他方面给学生提供学习本课程的机会，或增加应用的场景。除了理论讲解，还有实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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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实验基本是验证性的，做个试验只是了解一下这种传感器的性质与理论是否一致。验证性实验无

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了能够使学生对本课程感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可以从学生动手和

动脑方面着手，开发更多设计和综合性实验。首先利用教学课时里的有限实验学时，让学生自己设计实

验，发挥学生的能动性，解决问题，了解传感器的各种功能。其次可以利用开放性实验项目，开放性试验

是老师利用学校现有的设备仪器，指导学生一起开发或者设计实验，并写成论文，每位参与的学生在实

验合格后可以得到一个创新学分。利用传感器实验室的现有设备仪器设计与传感器有关的实验，这样

可一举三得：一方面通过实验得到一个创新学分；另一方面通过自己亲自做实验，提高综合实验技能，培

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使学生养成动手动脑的好习惯；最后通过实验增

加传感器的理性认识。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这是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保证，为以后

在工作中对传感器的使用打好坚实的基础。

３．３　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课程设计是学生将理论应用与实际结合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５］。利用课程设计，让学生不断在

实践中进行锻炼。学生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本课程的内容，又能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传

感器与检测技术虽然没有课程设计，但是传感器作为整个工业自动化的“感觉器官”，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和传感器相关的课程有课设，就可以将传感器利用上，对学生增加更多的感性认识，接触一些实际

应用的传感器。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课程设计与传感器相关联的题目是比较多的，比如酒精测试仪

的设计，粮仓温度监测系统设计等等，在检测的这个功能上都是应用各种各样的传感器。通过类似的课

程不仅将传感器的理论知识应用上，而且也能增加学生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３．４　丰富教学手段
传统的黑板加粉笔的教学手段已经很难满足现代学生对于知识的渴望。这不是意味着将抛弃传统

的教学模式，而是应增加更多新的教学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增加网络教学等等。通过新的教学手

段，不仅可以在学生面前呈现文字、图形，还可以将动画、视频等更多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方式展现给学

生。这些教学手段的增加，不仅提高教学的效果，还可以增加学习的信息量。直观的视觉效果，能够提

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信息量的增加可以解决传感器知识量大、授课学时少等问题。

４　结语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经实践取得的效果还是明显的。首先，教学内容丰富，扩展了

学生的视野；其次，通过本课程在课程设计内容上的应用，学生对本课程形成立体感，提高了对本课程的

学习兴趣；最后，在课堂上应用新的教学手段，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在教学改革的实践

过程中，教师在教学方面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量，应用新的教学工具。对于教师自身，无论是在知识

方面，还是教学水平方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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