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人智能传感技术

课 程 标 准

课 程 代 码 010203030

课 程 类 型
理论+实践课

课 程 性 质
必修课

学 时 及 学 分 36 学时，2 学分

适用专业（群） 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

所 属 部 门 机电工程学院

课 程 负 责 人 杨柳

联 系 方 式 17720487546

制 定 日 期 2019 年 9 月 1 日

教务处签收日期 年 月 日



课程名称 机器人智能传感技术

课程代码 010203030

课程学分 2 分 36 学时

计划课时 36

实践课程课时 18

课程类型 B 类（（理论＋实践）课）

课程属性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专业核心课程 是 是否校企合作开发课程 否

课证融通课程 否
指课程内容与职业资格证书相互

融合的课程

职业资格

适用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

考核方式 过程性考核

教材名称 机器人视觉传感器

版本日期

出版社

教材性质 自编教材

教材类型 高职高专

开课部门 机电工程学院

小组成员

课程负责人 杨柳 职称 讲师

组员姓名 职称

… … … …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的地位：传感器与自动检测技术课程标准适用于机械

类各专业三年制高职学生。

（二）课程的作用：使学生具备自动检测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能应对生产和科研中遇到检测系统的设计以及传感器的选

型、调试、数据处理等方面的问题，初步形成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

力。在富士康了解和使用基本机器人传感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三）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先修课程：电工与电子技术、自

动控制原理、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二、课程设计思路

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实行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理论讲

授与实践实训并举。在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使课程教学手

段及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程内容贴近实际，特色鲜明、体系完

整。

1、根据岗位能力要求制定本课程标准，根据《传感器与自动检

测技术》课程理论性强、技能要求高的特点，结合不同模块的不同内

容采用了不同的教学方法，组织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专家、专业教师、

机械行业管理一线专家，制订用于课程教学资源开发、课程教学实施

的岗位能力标准，把岗位能力标准融入课程中，制定课程标准。

2、采用工学结合、案例引导、项目驱动等方式进行教学模块和

教学方案设计。把课程学习内容联系生活和社会，综合其它学科的知

识，提出各种问题并形成主题任务，进行任务驱动式教学；将学生置

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动态过程

中学习。



三、课程目标

使学生获得在工科等领域常用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特性参数、转

换电路和综合应用等方面的知识，对测量技术的基本概念、测试数据

处理、现代测试技术以及虚拟仪器在检测技术中的应用等方面的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能将所学到的自动检测技术灵

活地应用于今后的工作、生产实践中去。在富士康了解和使用基本机

器人传感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四、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教学内容 目标要求 教学设计 时数

第 1章

传感器的基本知识

能了解传感器的作用、定义、组成、分

类、命名、基本特性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2

第 2章

力、压力传感器

能掌握常用力、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原理。

应变式、压电式、电容式、电感式、压

阻式传感器的应用。力的概念及力的测

量原理。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8

第 3章

温度传感器
掌握温度概念及温度测量方法。

温度的测量原理、传感器的种类及应用。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4

第 4章

位移、物位传感器

了解位移的概念及种类。

熟悉常用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4

第 5章

光电式传感器

了解光电式传感技术的基本原理。

掌握常用光电元件的结构、特性及应用。

熟悉光纤传感器、红外传感器的结构、

特性及应用。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6



第 6章

磁电式传感器

掌握霍尔传感器原理及特性。

了解基本磁敏元件特性及霍尔传感器应

用。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4

第 7章

波式传感器

理解波式传感器的物理基础。

了解波式传感器的类型、原理及应用。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4

第 11 章

传感器输出信号的

处理技术

掌握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形式；典型

传感器的接口电路。

了解干扰的来源及抗干扰技术。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4

五、课程实施

（一）教学组织

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讨论法、多媒体教学。

1、 本课程的教学要不断摸索适合高职教育特点的教学方式。在

规定的学时内，保证该标准的贯彻实施。

2、 教学中要结合教学内容的特点，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思考的

习惯，努力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精神。

3 、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与实际生产中的运用。重视对学生

学习方法的指导。

（二）师资要求

实施本课程需要的师资要求包括：

1.课程主讲教师的任职资格要求：具有讲师资格硕士研究生或有

相关企业一线工作经历的工程师。

2.主讲教师职业教育教学能力要求：主讲教师应有丰富的理论知

识、熟练的操作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3.课程组负责人要求：对传感器的理论知识、具备传感器行业的



最新技术和动向。

（三）教学设备要求

实施本课程的设备要求包括：传统教学设备、实验设备、多媒体

视听设备（投影仪、功放音响）等。

（四）学业评价

加强动手能力培养和训练，强调平时学习，注重操作实训的效果，

将已往期末一次性考试决定成绩优劣的做法改为考核过程贯穿于课

程教学全过程中。结合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特点，课程考核由平时作

业、课堂练习、课堂提问、阶段性测验等形成性考核和期末笔试结合，

具体来说本课程考核由以下内容组成：

1、形成性考核

形式、内容不限，主要由平时作业、课堂练习、课堂提问、阶段

性测验和平时考勤组成，占总成绩的 60%。

2、考勤占 20%

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根据课程目标、学生实际以及本课程的具体特点，本课程的教学

建设由文字教材、实物、课件等多种媒体教学资源为一体的配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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