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 
制药设备应用技术专业《传感器技术与应用》课程标准 
一、课程信息（依据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教学时间安排表） 

总学时 学分 开设学期 考核类别 

80 5 第 7 学期 考试 

 

二、课程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是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制药设备应用技术专业必修的

一门专业技能方向课程，是在物理、电路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基础上开

设的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平台课程，其任务是培养学生传感器应用技术相关知识和

技能，具备传感器的选型和应用能力，养养成积极创新、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形成自
觉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团队精诚合作、认真服务客户及虚心学习的职业素养，增强学生合

作、质量、学习意识，树立良好的工作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为后续制药设备电气控制技

术、液压与气动技术、岗位见习等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三、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体现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职业教育

理念，突出学生核心素养、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培养。 
1.依据《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制药设备应用技术专业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中

确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以及本课程教学要求，突出传感器的选型及应用等能力培养，

按照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确定本课程目标。 
2.根据“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制药设备应用技术专业职业

能力分析表”，依据课程目标、制药设备生产，维修，设备管理，销售，质量管理体系相关

岗位岗位需求，对接电工职业标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体现新知识、

新技术、新工艺，确定课程内容。  
3.根据岗位需求和职业发展需要，结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经验基础，以及五年一贯制学

制特点，确定课程内容容量和难度；以自动检测技术知识需求设计学习任务，将相应的专

业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有机融入；依据学生学习特点、认知规律和工作过程、教

学单元间的逻辑关系序化学习任务。 

四、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主要传感器的原理、特性，各种应用条件下传感器的选用原则和应用

电路设计。 

（二）能力目标 

学会独立分析、解决传感器方面问题的能力；利用网络、数据手册、厂商名

录等获取和查阅传感器技术资料的能力。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 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2. 在以实际操作过程为主的项目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具有团队合作能力以及专业技术

交流的表达能力；养成学生制定工作计划的方法能力；获得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以及

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 

3．增强学生合作、质量、学习意识，树立良好的工作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 

五、学时分配表 
序号 章节（模块、项目）名称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理实一体化学时 
1 项目一  传感器技术基础 4   

2 项目二  温度传感器 6 4  
3 项目三  力传感器 14 10  
4 项目四  光学传感器 8 4  
5 项目五 磁传感器 8 4  
6 项目六  位移传感器 4   

7 项目七 气体和湿度传感器 4 2  
8 项目八  新型传感器 4   

合计 52 24  
 

 

六、课程内容与要求 
 

项目一：传感器技术基础 

 
【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 
【内容要求】 
1.能说出传感器的定义、构成及分类，形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2.能说出传感器的基本特性，形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3.能区分传感器性能指标，明确重要性能指标的含义。 
4.能阐明传感器的两个基本要求，明确医用传感器应用中的误差来源，在应用中能预测

并解决可能误差源对测量结果造成的影响。 
【教学提示】 
1.从生活中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项目二：温度传感器 
任务（一）：温度传感器基础知识 

【学时分配】理论 6 学时 
 



1.能说出温度传感器的结构组成和种类，形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2.能阐述热电偶、热电阻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3..能够列举温度传感器的应用实例，为制药设备相关课程的学习积累基础。 
4. 能够根据传感器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测量电路。 
5.能够描述其它类型的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特性及适用场合。 
【教学提示】 
1.从生活中温度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任务（二）：温度传感器测温实验 
【学时分配】实践 4 学时 
【任务实施主要场所】传感器实验室 
【内容要求】 
1. 能够区分热电阻及热电偶的结构组成。 
2. 能够阐述实验原理。 
3. 能够搭建实验电路，正确测量实验数据。 
4. 能够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并分析实验结果。养成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教学提示】 
1. 充分利用实验装置上的实物传感器，与理论结合讲解，学生进一步理解相

关知识点。 
2. 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

习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项目三  力传感器 
 

任务（一）：应变式电阻传感器基础知识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 

1.能说出金属应变效应、金属应变片与半导体应变片的结构种类，形成认真严谨的学习

态度。 
2.能区分金属应变片与半导体应变工作原理和特性。 
3.能够区分压阻效应与尺寸效应。 
4.能够列举电阻传感器的应用实例，为制药设备相关课程的学习积累基础。 
【教学提示】 
1.从生活中电阻式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任务（二）：电阻式传感器的测量电路及补偿电路 

【内容要求】 
 

【内容要求】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 
【内容要求】 
1.能够区分单臂电桥、差动式半桥、差动式全桥的结构。 
2.能推导出单臂电桥、差动式半桥、差动式全桥输出电压与电阻变化量之间的函数。 
3.能够比较单臂电桥、差动式半桥、差动式全桥灵敏度，电阻传感器应用要求选择合适

的测量电路。 
4.能够使用合适的补偿电路降低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零漂、温漂等误差。 
【教学提示】 
1.以典型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任务（三）：金属箔式应变片——半桥、全桥性能实验 

【学时分配】实践 4 学时 
【任务实施主要场所】传感器实验室 
【内容要求】 
1. 能够区分应变片式传感器的结构组成。 
2. 能够阐述实验原理。 
3. 能够搭建实验电路，正确测量实验数据。 
4. 能够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并分析实验结果。养成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教学提示】 
1. 充分利用实验装置上的实物传感器，与理论结合讲解，学生进一步理解相

关知识点。 
2. 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

习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任务（四）：电容式传感器基础知识 

【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 

1.能说出电容式传感器的结构组成和种类，形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2.能阐述电容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3.能够电容式传感器转换成等效电路。 
4. 能够区分调幅、调频、脉冲调制及运算放大器测量电路的组成及电路特性。 
5.能够列举电容式传感器的应用实例，为制药设备相关课程的学习积累基础。 
 
【教学提示】 
1.从生活中电容式式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任务（五）：电容式传感器位移特性实验 
【学时分配】实践 2 学时 
【任务实施主要场所】传感器实验室 

【内容要求】 
 



【内容要求】 
1. 能够区分电容式传感器的结构组成。 
2. 能够阐述实验原理。 
3. 能够搭建实验电路，正确测量实验数据。 
4. 能够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并分析实验结果。养成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教学提示】 
1. 充分利用实验装置上的实物传感器，与理论结合讲解，学生进一步理解相

关知识点。 
2. 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

习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任务（六）：电感式传感器基础知识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 

1.能说出电感式传感器的结构组成和种类，形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2.能阐述电感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3..能够列举电感式传感器的应用实例，为制药设备相关课程的学习积累基础。 
4. 能够根据传感器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测量电路。 
 
【教学提示】 
1.从生活中电感式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任务（七）：电涡流传感器位移特性实验 
【学时分配】实践 2 学时 
【任务实施主要场所】传感器实验室 
【内容要求】 
1. 能够区分电涡流传感器的结构组成。 
2. 能够阐述实验原理。 
3. 能够搭建实验电路，正确测量实验数据。 
4. 能够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并分析实验结果。养成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教学提示】 
1. 充分利用实验装置上的实物传感器，与理论结合讲解，学生进一步理解相

关知识点。 
2. 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

习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任务（八）：压电式传感器基础知识 

【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 

【内容要求】 
 

【内容要求】 
 



1.能说出压电式传感器的结构组成和种类，形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2.能阐述压电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3..能够列举压电式传感器的应用实例，为制药设备相关课程的学习积累基础。 
4. 能够根据传感器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测量电路。 
 
【教学提示】 
1.从生活中压电式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任务（九）：压电式传感器测量振动实验 
【学时分配】实践 2 学时 
【任务实施主要场所】传感器实验室 
【内容要求】 
1. 能够区分压电式传感器的结构组成。 
2. 能够阐述实验原理。 
3. 能够搭建实验电路，正确测量实验数据。 
4. 能够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并分析实验结果。养成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教学提示】  
1. 充分利用实验装置上的实物传感器，与理论结合讲解，学生进一步理解相

关知识点。 
2. 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

习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项目四：光学传感器 

 
任务（一）：光学传感器基础知识 

【学时分配】理论 8 学时 

1.能说出光电效应的定义及分类，能举例说明光电效应得典型应用，形成认真严谨的学

习态度。 
2.能阐述光电管、光敏电阻、光电池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3. 能阐述红外线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4. 能阐述光纤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5..能够列举光学传感器的应用实例，为制药设备相关课程的学习积累基础。 
6. 能够根据传感器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测量电路。 
7.能阐述图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教学提示】  
1.从生活中光学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内容要求】  
 



 
任务（二）：光学传感器测速实验 
【学时分配】实践 4 学时 
【任务实施主要场所】传感器实验室 
【内容要求】  
1. 能够区分光电开关、光纤传感器的结构组成。 
2. 能够阐述实验原理。 
3. 能够搭建实验电路，正确测量实验数据。 
4. 能够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果，比较光电测速和光纤测速的优缺点。养成

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教学提示】  
1. 充分利用实验装置上的实物传感器，与理论结合讲解，学生进一步理解相

关知识点。 
2. 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

习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项目五 磁传感器 
任务（一）：磁电式传感器基础知识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 
 
 

1.能说出磁电式传感器的结构组成和种类，形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2.能阐述磁电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3..能够阐述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 
4. 能够列举压电式传感器的医学应用，为医疗设备相关课程的学习积累基础。 
 
【教学提示】  
1.从生活中磁电式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任务（二）：磁敏式传感器基础知识 

【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 
 
 

1.能说出霍尔式传感器的结构组成和种类，形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2.能阐述霍尔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3.. 能够使用合适的补偿电路降低实际应用中存在的消除降低误差。 
4.能够区分霍尔、磁阻、磁敏二极管、磁敏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4. 能够列举压电式传感器的医学应用，为医疗设备相关课程的学习积累基础。 
 
【教学提示】  
1.从生活中磁电式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 

【内容要求】  

【内容要求】  



任务（三）：接近传感器基础知识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 
 
 

1.能说出接近开关概念，形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2.能阐述接近开关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3..能够比较霍尔式、电容式、电感式接近开关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4. 能够列举接近传感器的典型应用，为医疗设备相关课程的学习积累基础。 
 
【教学提示】  
1.从生活中接近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 
 
 
任务（四）：霍尔式传感器测速实验 
【学时分配】实践 2 学时 
【任务实施主要场所】传感器实验室 
【内容要求】  
1. 能够区分霍尔式传感器的结构组成。 
2. 能够阐述实验原理。 
3. 能够搭建实验电路，正确测量实验数据。 
4. 能够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并分析实验结果。养成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教学提示】  
1. 充分利用实验装置上的实物传感器，与理论结合讲解，学生进一步理解相

关知识点。 
2. 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

习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项目六 位移传感器 
【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 

 
 

1.能说出机械位移传感器的概念和种类，形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2.能阐述光栅、磁栅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3..能够阐述多普勒传感器、液位传感器、流量及流速传感的工作原理 
4. 能够列举传感器的应用实例，为制药设备相关课程的学习积累基础。 
 
【教学提示】  
1.从生活中位移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内容要求】  

【内容要求】  



 项目七  气体和湿度传感器 

 

任务（一）：气体和湿度传感器基础知识 

【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 

1. 能阐述气体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4. 能阐述湿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3..能够列举气体和湿度传感器的应用实例，为制药设备相关课程的学习积累基础。 
4. 能够根据传感器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测量电路。 
【教学提示】  
1.从生活中气体和湿度传感器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

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任务（二）：酒精气体传感器实验 
【学时分配】实践 2 学时 
【任务实施主要场所】传感器实验室 
【内容要求】  
1. 能够区分酒精气体传感器的结构组成。 
2. 能够阐述实验原理。 
3. 能够搭建实验电路，正确测量实验数据。 
4. 能够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果。养成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教学提示】  
1. 充分利用实验装置上的实物传感器，与理论结合讲解，学生进一步理解相

关知识点。 
2. 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

习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项目八 新型传感器 

3、超声波传感器、机器人传感器原理和应用 
【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 

1. 能阐述生物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2. 能阐述微波、超声波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3. 能阐述机器人传感器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能列举传感器技术对人工智能的重

要性。 
【教学提示】  
1.从学生已学过的制药设备中的应用实例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认真思考的习

【内容要求】  
 

1、新型传感器的种类和应用场合 
2、生物 
微波传感器原理和应用 

【内容要求】  
 



惯。  
2.充分利用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与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形成良好互动，抓好学习的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的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七、课程实施 
（一）教学要求 
本课程教学要紧扣学科核心素养和课程目标，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基础上，突出职业教育特色，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学生传感器技术应用能

力。 

教学在实训室中进行，学做结合。在实训室环境中，理论教学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提高学生对学科的兴趣，让每个人有意愿学习和参加，变被动

学习成主动学习。充分体现高职高专学院的办学宗旨，以“动手能力”培养为重

点，再辅以相应的“理论知识”。 

本课程是一门知识和技术密度很高的新型学科，实践性强、内容分散、相互

独立、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注意改革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运

用已学知识分析问题，培养学生自学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尽可能多地列举日

常现象和生活中所用到的传感器实例，启发学生的想像力和求知欲；采用实物教

学和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给学生较多的感性认识，以扩展学生的视野。 

 
（二）学业质量评价 

考试成绩并不完全由一次考试决定，分数还要反映出学生的综合能力，本课

程主要参照学生在能力训练中的表现来进行综合评定。考核采取平时作业和实训

的报告，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平时成绩以任课教师评价为主，实训成绩和期

末考试成绩以学生的评价为主。实训成绩考核在每个单元内进行，考试在期末进

行。 

（三）教材编写和选用 

传感器讲的过细，学生是很厌倦的。学习时，对现场没感觉，对控制没概念，

对测量的准确、实时没有认识和理解。所以，教材编写的内容上，以检测技术为

主。参数测量，引出各个类型的传感器和简单的原理，尽量淡化传感器的细节问

题。能选型，会安装，懂校验，有检测系统的大局观，这是自动化专业教学应该

注重的。建议教师自己根据校内传感器相关实验实训设备，实验实训内容编写合

适的教材。 

（四）课程资源开发与学习环境创设 



开展电子教案的研制，尝试使用多媒体教学系统。课程标准、教材（实验指

导书）、标准实验报告册、考核评分标准等。有充足的指导力量和综合实验课题。

实验室配备常用工具软件、开发软件包、专用开发装置等。实验室专职指导教师。 

八、说明 
本标准依据“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制药设备应用技术专业

实施性人才培养方案”编制，适用于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制药

设备应用技术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