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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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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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简介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是自动化专业的一门必修的学科基础课程，主要涉及

传感器的基本原理、特性分析、测量电路设计以及各种工程参数的检测技术。传

感器是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与手段，在测控系统中，传感器处于连接被测控对象

和测控系统的接口位置，是自动检测系统的核心部件，一切科学实验和生产过程

都要获取信息，都是通过传感器转化为容易传输与处理的信号。课程瞄准高级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定位，培养学生掌握相应的检测技术和方法，鼓励学生开展创新

实验和项目实践，培育学生社会责任感与民族自豪感。也为后续的专业课程学习

和工程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超声波钢轨探伤仪为中国高铁保驾护航——超声波传感器的原

理与应用

2.对应章节：第 7 章第 4 节（7.4 无损探伤）

3.课程讲次：2 课时

三、案例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学生掌握超声波传感器的基本原理、特点和应用领域。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具备超声波传感器的选型、安装、调试和维护能力，以

及创新设计能力。

价值目标：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科学精神、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四、案例主要内容



超声波钢轨探伤仪的工作原理是利用超声波在固体中传播的特性，通过向钢

轨发射超声波并接收回波信号，对钢轨进行无损检测。当超声波遇到缺陷或损伤

时，会在界面上产生反射或折射，回波信号会被探头接收并传输到仪器内部进行

处理和显示。通过分析回波信号的波形、振幅和传播时间等信息，可以判断出钢

轨内部的缺陷和损伤的位置、大小和形状，进而评估钢轨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超声波钢轨探伤仪是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的重要设备之一，其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

为铁路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传感器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其中超声波传感器

因其独特的优势受到广泛欢迎。为了培养具备专业素养和思想觉悟的高素质人才，

本案例将思政元素融入超声波传感器课程中，可以将专业知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等相结合，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

合，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

五、案例教学设计

1、课程导入

在前期已经学习过超声波的物理基础、超声波换能器及耦合技术、超声波传

感器的应用等知识的基础上，本节课将进一步探讨超声波探伤仪的应用和实践操

作。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将能够掌握超声波探伤仪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

了解其在工业生产和无损检测领域的应用，并能够在实践中进行实际操作和运用。

同时介绍超声波探伤技术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领域的

应用，强调国家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视和支持，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发展，积极

投身国家建设。



图 1 高速行驶的高铁

图 2 超声波探伤仪检测铁轨

2、教学方法

（1）讲授法：通过教师的讲解，系统地向学生传授超声波探伤仪的基本概

念、原理和应用等方面的知识。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扎实的知识基础。



图 3 超声波探伤仪示意图，了解超声波无损探伤原理

（2）案例分析法：通过分析真实的超声波探伤案例，引导学生了解超声波

探伤技术在工业生产和无损检测领域的应用，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实践能力。

同时，可以通过案例分析强调职业道德、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思政元素，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

图 4 钢轨探伤车，了解超声波无损探伤的应用

（3）小组讨论法：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探讨超声波探伤技术的发展趋

势、应用前景等议题，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

沟通能力。同时，可以通过小组讨论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的

思政元素，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和创新意识。

六、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使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相结合的方

式，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融入超声波无损探伤在中国高铁钢轨中的应用这一思政

素材，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发展，培养学生追求卓越，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由于

教学团队教师思政教学能力有限，对思政元素的融入是否自然、恰当，是否达到

了预期的教学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今后需加强团队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

养方面的学习和交流，能够在课程教学中潜移默化的融入思政元素，激发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提高专业课程教学质量。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