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敏感材料与传感器》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概况

课程名称 敏感材料与传感器 课程号 107412023

课程英文名

称
Sensitive Materials and Sensors 学时/学分 36/2

课程性质 选修 适用专业 材料化学

课程负责人 张水合 教学团队

选用教材及

参考书目

《敏感材料与传感器》，蒋亚东、太惠玲、谢光忠、杜晓松编著，科学出版

社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吴建平主编，彭颖、覃章健副主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

课程简介：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是构成现代信

息技术的三大支柱，在信息系统中分别起到“感官”“神经”和“大脑”的作用，因此在利

用信息的过程中首先要获取信息，而传感器是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本课程重点讲述

传感器的结构原理和基本特性，结合不同的材料对各类型的传感器进行系统和全面地讲述，

达到可把新材料应用于传感器方面应用的目的。

课程目标（Course Objectives, CO)

知识目标
1.能够将自然科学和专业知识用于表述新材料的应用。

2.能够根据对象特征，选择技术路线，设计技术方案。

能力目标

3.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

模拟和预测材料工程问题，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4.能够独立设计简单的系统

素质、情感价值观目标
5.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对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归纳总结

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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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大纲的定位说明

（一）课程教学目标与任务

1.能够将自然科学和专业知识用于表述新材料的应用。

2.能够根据对象特征，选择技术路线，设计技术方案。

3.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

代工具，模拟和预测材料工程问题，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4.能够独立设计简单的系统

5.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对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

归纳总结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等。

（二）课程教学目标与培养目标的关系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1.主要支撑

1.1：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知识和专业知

识用于表述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2.辅助支撑

1.2：能对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中的具体对象建立数学

模型并求解。

12.2：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对技术问题的理解能

力，归纳总结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等。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1 1.2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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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撑课程目标的教学内容与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保证主要教学内容的完成。

2.结合相关内容进行文献查阅、课堂讨论，以使学生可

利用所学知识解决相关的专业问题。

（四）先修课程要求，与先修及后继相关课程之间的

逻辑关系和内容衔接

普通物理、高等数学、材料科学基础、金属材料、陶

瓷材料等。

（五）检验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
考核方式

或途径
考核要求 考核权重 评分标准

出勤与

讨论

出勤并

讨论
10%

全勤 100

缺勤次数≤3 80

缺勤次数>3 30

作业 完成 40%
A.B、C、D、

F
五个等级

根据

完成情况

期末考试 整体掌握 50% 0100分 卷面成绩

三、课程内容与安排

第一章 敏感材料概述（10学时）

学习目标：熟悉敏感材料的分类，明晰材料的性质与

敏感材料之间的关系，可初步辨析遇到的敏感材料。熟悉敏

感材料和传感器的分类，能列出传感器的作用和地位，归

纳传感器的定义、组成、分类及图形符号，熟悉传感器的

基本特性。

教学重点：敏感材料的定义。

教学难点：材料的性质与敏感特性之间的关系。



教学方法：讲授

第一节 敏感材料与传感器的定义（2学时）

第二节 金属敏感材料（2学时）

第三节 半导体与有机高分子敏感材料（1学时）

第四节 无机陶瓷敏感材料（3学时）

第五节 复合敏感材料与新型敏感材料（1学时）

第六节 敏感材料研讨（1学时）

第二章 物理量传感器（10学时）

学习目标：能将材料的物理学特性如力、热、光、电、

磁等特性与敏感材料关联，明晰物理量传感器的原理及应

用。

教学重点：物理量与传感器的关联。

教学难点：物理量传感器的原理。

教学方法：讲授

第一节 电阻与力学量传感器（3学时）

第二节 光电式传感器（1学时）

第三节 温度与红外传感器（3学时）

第四节 光纤传感器（1学时）

第五节 磁敏传感器（1学时）

第六节 射线传感器（1学时）

第三章 化学量传感器（6学时）

学习目标：明晰环境条件对敏感材料特性的影响，掌

握使用敏感材料监测环境条件的原理和方法。

教学重点：敏感材料与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传感器的测试原理



教学方法：讲授

第一节 气体传感器（2学时）

第二节 湿度传感器（2学时）

第三节 离子传感器（2学时）

第四章 生物传感器（4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生物体敏感材料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和

应用场景，明晰生物敏感材料与物理量或者化学量之间的

关系。

教学重点：生物传感器的基本构成和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生物技术与物理、化学等的交叉应用。

教学方法：讲授

第一节 生物传感器的原理与分类（2学时）

第二节 微生物传感器的原理和应用（2学时）

第五章 机器人与智能传感器（6学时）

学习目标：能归纳概述机器人及智能传感器的原理和

分类，熟悉此类传感器的应用场景。

教学重点：传统传感器与智能传感器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微电子技术的应用。

教学方法：讲授

第一节 机器人传感器（3学时）

第二节 智能传感器（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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