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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元化”理论教学与“透明化”实验教学的 

传感器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许章亮  李志凤  杨勋  刘汉奎 

（西华师范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2） 

摘要：鉴于当前传感器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通过建立“多元化”理论教学模式和“透明化”实验教学模式

达到改变传感器课程教学模式的新思路，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新教学模式的实施，该新思路可为同类型课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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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current sensor cours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diversification” theory teaching mode and “transparency” experiment teaching mode 

to change the sensor as a new idea of teaching mode，is realized by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This new idea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ame type of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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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感器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

民用、医疗、环境、安保、交通和军事等领域，在集成电路系统的

信号采集环节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2]。因此，传感器技术是自动控

制类、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重要技术实践课程。此外，传感器技

术涵盖材料学、光学、机械学、生物学和化学等学科领域，具有交

叉多分支的特点，有着极大的研究意义[3-4]。国内外所开的传感器课

程各有特色，国外一流大学对于“传感器”课程的理论建设十分成

熟；国内如国家级精品课程“传感器技术及应用”也发展成为的特

色的本科生专业基础课。通过学习该课程，让学生能握传感器的基

本组成结构、工作原理、应用领域等。能根据需求设计对应的传感

系统，以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精神，改善学生

的思维方式。 

1. 当前传感器课程教学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分析 

现有传感器课程教学模式主要还停留于“书本理论教学+观摩式

实验”，理论教学主要由老师对学生采取教材和内容浅显的 PPT 讲

授传感器的传感机理、传感系统的组成结构和传感器的应用方向等，

所停留的年代较为久远，知识体系不够完善且教材较为陈旧对于不

同类型的传感器，有着什么样的结构特点，涉及哪些学科领域，过

于浅显。而对于传感器课程实验教学，由于实验室设备的限制，传

感器实验主要为小组分批次“观摩+实操”的方式，传感系统的封闭

性，致使学生只能观测到数据采集的结果，而难以将所学理论知识

与实验相结合。使得只有少部分较为积极的同学能很好地参与到其

中，而大多数同学很难真正参与到其中来，而丧失对传感器实验的

兴趣，进而丧失学习传感器的能动性，形成对理论知识的杜绝吸收

与敷衍实验教学的恶性循环。 

教学资源单一与匮乏也是现今传感器课程的一个关键问题。仅

仅一本《传感器技术与应用》很难让学生对传感器有更全面的认识，

很难再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且在规定学时授完课，学生对于传感

器课程的学习也很难达标。PPT 也只是换了个方式继续讲述书本上

的内容，对于那些抽象且晦涩难懂的原理，没有达到以易于学生接

受的方式讲授，如缺少生动形象的对于传感器原理的动画教学。 

2. 传感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新思路 

针对当前传感器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一步使学

生能深刻体会传感器的精妙之处，通过转换传统教学模式、拓展知

识传播途径等方式，实现“一维”理论教学进阶为“多维”理论教

学是非常必要的。该课程具体可以从图 1 所示的四个方面进行探索。 

（1）建立多元化的理论教学模式 

采用线上线下结合、国内国外教学资源共享，总结归纳特色



理论探讨 

 233

PPT，搭建网络教学平台，构建传感器资源云库，采取“论坛式”

学习模式。线下理论教学采用新版《传感器技术及应用》教材与直

观易懂的“三维动画”式 PPT 课件为理论教学基础，使学生更容易

理解传感器的基本结构组成、工作原理、系统组合和应用场景等。

线上理论教学要求学生定期挖掘国内外传感器教学资源、期刊文献

和关于传感器工原理的视频。建立定期更新的特色传感器资源库，

搭配网络教学平台，使学生更加全面地认识、理解传感器。同时也

能为传感器课程的改革建设提供更新、更全面的方向。 

（2）建设透明化的实验教学模式 

鉴于传感器实验教学器材暂时短缺，以小组为单位的实验课程

难以做到对所有学生面面俱到，且由于传感器系统的“封闭性”使

得传感实验难以“透明化”。因此，为了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动手实践能力、开拓创新精神和“理论结合实践，实践反证理论”

等能力。将传感器分为各个模块，小组的不同成员分别研究其不同

部分，研究顺序可在组内循环。“透明化”实验教学解决了学生难以

参与到实验中的难题，小组每位成员都清楚自己所研究的模块，通

过小组讨论交流，很容易串联起整个实验。学生能从实验中发现自

己对于理论知识的欠缺，从而增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达到“理论

结合实践，实践反证理论”的效果。实验教学模块可以从线上与线

下分别开展。 

线上实验教学采用 COMSOL、MULTISIM、SOLIDWORCKS 和

MATLAB 等软件通过网络教学平台进行传感器课程的仿真模拟实验

教学。依托 5G 技术高速率、低延时、大容量的特点，在网络大平

台上开展传感器课程，不仅加快学生获取信息的速度，使学生真正

摆脱“时-空”的固定学习模式，能随时随地在移动设备端进行学习

资源共享、模拟仿真实验讨论等学习讨论，还使得专业同门能够通

过网络看到我们的教学模式，为我们提出具有权威的建设性意见，

从而更好地建设和开展传感器课程。 

线下实验教学采取“透明化、放大化”的教学方式。“透明化”

主要是把集成的传感系统拆分为各个独立模块，将教学班级分为各

个小组，由小组的各位成员轮流调试不同的模块，交流探讨各个部

分的作用；“放大化”则是采用大模型还原关键微型部位的工作机理，

如石英的压电效应机理可以用打火机的电子点火器进行演示。利于

学生对传感器深刻、清晰的认识。 

（3）多元化理论教学与透明化实验教学的双向结合 

本科生传感器课程“多元化理论教学+透明化实验教学”打破了

常规教学模式，老师以学生的视角从学生出发对学生进行传教，不

仅使学生对传感器工作原理，结构特点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老师

对传感器课程有更深的理解和认知，更容易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并改善教学方式。学生不仅能在规定学时完成课程，还能将其“理

论联系实际”，从而应用到实践中，如“蓝桥杯”等各种大学生创新

比赛。学生与老师一同建立传感器资源云库，学生能亲身体会到知

识是如何汇集到一起，新知识的获取渠道是怎样的。加强了学生课

程参与感，提升学生学习自信度，开拓学生的学科眼界。 

 

图 1  传感器课程教学模式创新途径 

3. 结语 

传感器课程开设以来，以新思路转变了教学模式，其教学效果

初见成效。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化理论教学模式的应用，提高了

学生资料组织与自主讨论的能力，促进了学生的主动思维能力，让

“教”与“学”距离更近。线上线下的透明化实验教学模式的应用，

提高了学生将理论应用实践的能力，加深了学生对工程概念的认识，

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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