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前沿 

Frontier of Modern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29 

浅析传感与测试技术实验课程改革及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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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感与测试技术》是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一门机械类专业基础课程，课程涉及知识面广泛，应用领域多，随着现

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其内容更新速度快。文中结合当前高校对学生培养模式的新形势，在传感与测试技术实验教学方法和内

容的革新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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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nsing and testing technology is a basic course of mechanical specialty with strong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ourse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knowledge and many application field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s 

content is updated quickly. Combined with the new situation of students' training 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makes 

some exploration in the innovation of sensing and testing technology experim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tents,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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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感与测试技术是高等院校机械类专业必修的一门主干基础课，旨在继大学物理、电路基础、工程力学与误差理

论与数据处理等课程后，引导学生对工业中常用的传感及测试技术的原理、设计方法、信号获取与处理手段等进行深

入学习。它是以测试技术为主体，以测试技术所需硬件（传感器）、测试对象（信号）、测试方法等为一体的系统性课

程。课程包含了信号描述、测试系统特性、传感器原理、信号变换及调理等方面的知识。本文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

他人的先进教学方法，对传感与测试技术的实验课程的种类及教学方法进行了改进更新。使得改进后的教学实验既能

把课程特点和专业性质结合起来，又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1-2]

。 

1 教学方法改革 

1.1 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学生在做实验的过程中，除了通过实验仪器设备完成相关参数的测试外，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能

力更为重要
[3]
。传统的课程实验要求学生根据实验手册完成相关操作，学生只是机械式的完成相关实验，这样的方式并

不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4]
。独立思考式的实验模式是给定学生实验的目的和提纲，需要学生在做实验之前通过查

阅相关资料，根据课程所学内容和实验室器件自行设置实验。在进行设计性实验时，尽可能要求学生能够详细阐述实

验方法及原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1.2 动手能力的培养 

传感与测试技术理论课程相对较为枯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激发其兴趣。传统的课程实验内容相对也较为程

序化，学生只需要按照相关操作流程即可完成实验，学生难以有所提高。通过对其实验内容及题目进行更新和改革，

实验题目由原来的程式性题目变成开放性题目，只给出学生实验要求，学生通过所学理论知识去自主设计实验，并运

用已有实验器材搭建线路，可以更好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动手能力。 

1.3 考核办法 

本次教学改革涉及到的实验为开放性实验，传统的考核方式难以考核学生在实验期间的工作量。针对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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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组对学生实验成绩的考核也做了一定的调整，使得能够准确的反映出学生的实际工作量。 

本课改成绩考核以学生查阅资料和设计实验方案为主，结果为辅，因此考核时平时成绩占据 70%，实验报告占据

30%。平时成绩主要包含学生查阅参考资料的量以及设计的实验方案和实验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和出勤等方面。实验报告

主要还是传统的学生最终提交的实验报告内容。这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自主查阅资料的积极性，为今后研究生和就业

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 

1.4 科研能力培养 

传感与测试技术是大学三年级课程，部分学生会选择进一步深造学习，因此在规划实验题目时着重选择和研究生

学习相关的内容。学生在设计实验的过程中通过查阅资料或在老师的指导下能够更早的进入相关课题。虽然实验效果

并非最佳，但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很好的完成了两个学习阶段的衔接。 

高等教育和初高中教育的区别就应该在于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方式的区别。高等教育更应该体现的是学生自己去

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通过本次教改的实施，可以让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态度有一定的转变，最终实现素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2 实验内容改革 

课程开设之初，传感与测试技术综合实验大多都是根据当时的培养方案制定的验证性实验，这些实验已不能激发

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当下情境下的创新性，阻碍了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提高。鉴于此，传感与测试技术教研室团队在现

有实验条件的基础上，针对新的教学大纲和工程教育、新学科建设要求对实验进行整合，并制定了 26 种实验，实验题

目如表 1 所示。新制定的实验多为设计性实验，能够充分激发学生对传感与测试技术的兴趣，对提高学生课堂内容的

掌握有了很明显的效果。从实验所包含的知识点来看，新制定的 26 种实验包含了测控电路、信号分析、传感器类型及

应用等。 

表 1  课改新开发的实验项目 

序号 实验题目 序号 实验题目 

1 信号放大电路实验 14 锁相环单元实验 

2 信号运算电路实验 15 分频器单元实验 

3 差动放大器实验 16 锁相环应用实验-频率合成实验 

4 电压比较器实验 17 可控硅触发调压实验 

5 电阻链分相细分实验 18 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电桥性能测试实验 

6 幅度调制及解调实验 19 金属箔式应变片—半桥性能测试实验 

7 移项电桥实验 20 金属箔式应变片—全桥性能测试实验 

8 脉宽调制电路实验 21 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桥性能比较实验 

9 调频及鉴频实验 22 直流全桥的应用—电子称实验 

10 开关电容滤波器实验 23 扩散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压力测量实验 

11 开关式相乘调制及解调实验 24 铂热电阻温度特性测试实验 

12 精密全波整流及检波实验 25 K 型热电偶测量温度实验 

13 开关式全波相敏检波实验 26 光纤传感器位移特性实验 

这些实验内容既是传感与测试技术课程的重点内容，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将传感器与测试技术相结合，使

得学生对传感器和测量电路原理和组成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所有的实验题目都是在课程理论教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延拓和反馈，保证不会出现超纲内容。同时所有的实验题目

只是给学生一个基本要求和结果要求。具体的实验方案和步骤都需要学生自己查阅资料，设计电路图并最终自主完成

实验。为保证实验安全，学生在实操前所有电路图需老师进一步审核通过后方能进行下一步实验。 

由于实验题目众多，学生不可能完成所有的题目，根据学生兴趣及具体情况，将所有学生分为 2-3 人/组，每组选

择其中的 6 组实验作为本组的实验内容。组内每位同学重点承担其中的 2-3 组实验。通过分组模式可以保证所有同学

能够独立完成一部分工作，对提高学生主动学习能力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学校组建的实验室为开放式实验室，学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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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查阅的资料进一步完善每组实验的设计能力，对实验室的建设也会形成良性的发展。 

3 结束语 

笔者在过去数年的课堂教学及实验教学和实践中，不断的总结教学经验，结合现阶段工程教育认证和新工科建设

的新要求，以培养新时代本科生为己任，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的探索新的教学理论和方法，从最初的照本宣科到现在

的不断尝试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课改，学生对传感与测试技术关键理论知识的掌握更加的扎实，独立思

考问题的方式也更加的成熟，同时学生在后续的研究生生涯中也更加的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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