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蔡苗苗

课程名称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自动化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本科二年级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64

一、课程简介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是应用型转型专业、自动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

4 学分，64 学时，传感器是信息技术和物联网的源头，是智能检测技术与应用

的基础。课程介绍各种传感器及其应用，承接《电路》《数电》《模电》课程，同

时是后续《单片机设计》《过程控制》《可编程控制器》专业课程的重要基础，本

课程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性，理论与实践结合密切。该课程对培养学生综合分析

能力、了解掌握自动化专业的学科前沿的动态以及对自动化相关专业课程的进一

步学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 2002 年起，已开设 20 年。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电子产品创新设计的传感器应用

2.对应章节：第 5 章第 3 节

3.课程讲次：17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①掌握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②掌握光电效应等概念

③了解制导、定位的发展动态

2.能力目标

①能够区别中间温度定律和标准电机定律这两个概念

②运用信息技术查阅资料、收集资料、甄别资料、提取有用信息的能力



③通过查询传感器的型号与价格，初步建立工程思维能力

④对未知的传感器设计方案，学生能够经过思考，提出问题，并能够经过主

动探究，解决问题，完成知识构建

3.素质目标

在自动检测系统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健康、安全等因素的

影响，通过系统案例深入阐述“该不该做”“可不可做”和“值不值得做”等工

程伦理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承担伦理责任、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选取军用或者国产先进传感器，帮助学生们增长见识，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和民族自信心.

四、案例主要内容

通过传感器应用介绍案例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创新精神；通过传感器原理

学习培养锲而不舍精神、伟大的奉献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通过传感器应用实践

操作培养职业素养、职业操守和安全意识。

五、案例教学设计

时间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

前

上 课

前 三

天

【发布线上导学指南】：基础区

【发布线下导学指南】：进阶区

学生自行选

择并根据导

学指南学习

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解决学

生“学习迷茫”

的痛点

【布置视频学习任务】： 学习视频 针对教学难点的

举措

上 课

前 5 分

钟

学习通里发布签到 学习通签到 规则意识

【思政融入】：通过发布线上导学指南，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时间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

入

7 分钟 【引用】：讲述传感器在我国高

铁、航 空航天、北斗导航等先进

技术和装备中的广泛应用

观看

产生对今天

课程内容的

学习兴趣

思考

互动

提出问题

民族自豪感和专

业使命感

【思政融入】：通过阐述传感器在我国高铁、航空航天、北斗导航等先进技

术和装备中的广泛应用，展现中国科技实力，增强学生学习动力和社会责

任

参

与

式

学

习

38 分

钟

【举例】：温度测量重要性

【提问】：阐述“该不该做”“可

不可做”和“值不值得做”等工

程伦理问题

【布置观看】：巨浪 -2、东风

-41、 东风 -17、等国产新型高

精尖武器装备，

【介绍】：武器装备性能特点

学生互相传

递，搜索资

料、观察，

讨论，探究，

回答问题

能够区别分辨率

和分辨力这两个

概念

思辨能力、独立

思考能力

六、教学反思

课程结束后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特别针对思政元素的引入对于课程内容的

理解度调查学生的满意度。根据反馈结果分析课程思政的引入对于课程内容理解

的正反馈激励作用。同时，积极与所在基层教学组织的教师们开展教育思想大讨

论，分享教学改革经验与感悟，征求教师们对考核方式改革的意见与建议，建构



“改革创新—实际运行—统计反馈—持续整改”的闭环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