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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适应“互联网 + 教育”新时代的教学，混合式教学已成为中职教育教学的主流。本文旨在探索在课程

思政视域下，将SPOC(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与OBE(成果导向教育)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并以其在

中职《传感器技术及应用》课程中的应用为例进行深入研究。随着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如何培养既具

备专业技能又具有良好思想政治素质的人才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本文以电容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为例，通过融合SPOC与OBE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提升中职《传感器技术及应用》课程的教学质量，同时

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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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dapt to the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of “Internet + education”, blended teaching mode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that combines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and 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conducts an in-
depth study us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odel in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course “Senso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as an example of in-depth research.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 to cultivate talents with both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goo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aking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ca-
pacitive sensors as an example, by integrating the SPOC and OBE teaching modes,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course “Senso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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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职教育中，《传感器技术及应用》是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是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的核心课程，

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其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紧密相关，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传统教学

方法以教师为中心，虽能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但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无法使学生将知识转化为实际解

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无法适应“互联网+”新时代的教育环境。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对中职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

求，中职教育需要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

任务，也需要在中职教育中得到有效落实。因此，本文基于“SPOC + OBE”的混合教学模式，探索如何

在该课程中有效融入思政教育，实现“既教书又育人”的目标。 

2. 概念和理论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即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与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相比，

SPOC 的学生规模通常较小。一般来说，一门 SPOC 课程的学生人数可能在几十人到几百人之间，这使得

教师能够更好地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需求。SPOC 主要依托在线平台进行教学。课程内容包括视频

讲座、阅读材料、在线测试、讨论论坛等多种形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进度进行自主学习[1]。 
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即成果导向教育。OBE 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在学习结束后能

够取得的最终学习成果为导向来组织、实施和评价教学活动。这里的学习成果是指学生在完成某一阶

段学习后所应具备的能力、知识和素养等具体的、可衡量的表现。OBE 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

地位，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需求。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学习进度，提供个性化的教

学指导和支持，帮助学生实现学习目标。例如，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教师可以提供额外的辅导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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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教师可以提供更具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和项目。 

3. 教学改革思路 

3.1. 课程目标设计 

知识目标：掌握传感器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性能指标和应用领域；了解传感器的发展历程和未

来趋势；掌握传感器的选型、安装、调试和维护方法。 
能力目标：具备传感器的应用设计能力，能够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并进行系统设计和

调试；具备传感器的故障诊断和维修能力，能够快速准确地判断传感器的故障原因，并进行维修和更换；

具备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协作完成项目任务。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

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 

3.1.1. 明确 OBE 成果导向目标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确定学生在传感器原理及应用课程结束后应具备的知识、

技能和能力[2]。例如，学生应能够理解各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掌握传感器的选型和应用方法、具备传

感器系统的设计和调试能力等。 

3.1.2. 结合 SPOC 拓展课程目标 
利用 SPOC 的在线学习资源和互动平台，拓展课程目标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引入国内外先进的传

感器技术案例和研究成果，让学生了解传感器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国际视野，

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 
设置在线讨论和项目合作任务，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 

3.2. 教学内容设计 

3.2.1. 基于 OBE 构建核心内容体系 
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精心挑选和组织传感器原理及应用课程的教学内容，在这里以电容式传感器为

例来进行教学设计。确保教学内容紧密围绕课程目标，涵盖传感器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性能指标、

应用场景等核心知识。 
采用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式安排教学内容，逐步引导学生掌握传感器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例如，

先介绍常见传感器的类型和特点，再深入讲解其工作原理和应用方法。 

3.2.2. 借助 SPOC 丰富教学资源 
利用 SPOC 平台提供丰富的在线学习资源，如教学视频、课件、案例分析、练习题等，满足学生多

样化的学习需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能力水平，自主选择学习资源进行学习。 
定期更新在线资源，引入传感器领域的最新技术和应用案例，保持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和前沿性。 
以下是以成果为导向运用 SPOC 平台进行的电容式传感器工作原理的教学设计(表 1)。 

 
Table 1. Instructional design 
表 1. 教学设计 

教学课时 2 课时 
课题 电容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范围及性质 中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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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了解电容传感器的基本概念 

技能目标 掌握电容传感器的特点 

情感态度 
价值目标 

培养学生严密的抽象思维能力； 
讲解国内外先进的传感器技术案例和研究成果，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介

绍我国科学家在传感器领域的贡献，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教学重点

难点 
重点 

能够准确写出电容的计算公式
AC

d
ε

= ，并分析其中各个参数(介电常数𝜀𝜀、极板面积

A、极板间距 d)与电容值的关系。 
难点 能够区分不同类型的电容式传感器，并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类型。 

教学过程与内容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 

课前导学 
在 SPOC 平台发布课前任务：发布关于电容式传感器工作原理的

资料，并发布传感器相关应用的资料，发布课前测试题，引导学

生观看收音机、指纹传感器的视频，做到课前预习。 

学生在 SPOC 平台上

观看课程视频，学习

传感器的基本概念、

工作原理、性能指标

和应用领域等知识。 

10 分钟 

新课讲授 

电容传感器以各种类型的电容器作为传感器元件，将被测物理量

(如尺寸、压力)等转换为电容量的变化，再经测量转换电路转换为

电压、电流或频率信号。 
 

 

认真听课，跟随教师

进行学习，共同 
讨论。 

70 分钟 

(1) 电容器在收音机中的应用 
并联在收音机 LC 谐振电路的电感两端的电容量越大，所接收到

的电台的频率就越低。 
电容器在收音机中，用于改变谐振频率，从而调整所要接收的电

台。 
(2) 电容式指纹识别传感器 
指纹识别目前最常用的是电容式传感器。指纹识别所需电容传感

器包含一个大约有数万个金属导体的阵列，其外面是一层绝缘的

表面。当用户的手指放在上面时，金属导体阵列/绝缘物/皮肤就构

成了相应的小电容器阵列。它们的电容值随着脊(近的)和沟(远的)
与金属导体之间的距离不同而变化。 
优点：体积小、成本低、成像精度高、耗电量很小，因此非常适

合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使用。 

电容屏和电阻屏的简单比较 

制造 
原理 

电阻屏 电容屏 

两层互相绝缘的膜，一

层有电阻，一层是纯导

体，按压使两层膜接

触，通过改变电阻值来

定位。 

在触摸屏四边均镀上狭长的

电极，在导电体内形成一个

低电压交流电场，手指与导

体层间会形成一个耦合电

容，四边电极发出的电流会

流向触点，而电流强弱与手

指到电极的距离成正比，位

于触摸屏幕后的控制器会计

算电流的比例及强弱，准确

算出触摸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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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

灵敏

度 

需要施加压力，可以用

手指(戴上手套)、指甲、

触笔等进行操作。灵敏

度相对差一些。 

生命物体接触，非生命物体、

指甲、手套无效，灵敏度比较

好。 

缺点 

电阻式的触摸屏由于

需要一定的压力，时间

长了容易造成表面材

料的磨损，影响产品的

正常使用寿命。 

不稳定，耦合电容的方式直

接受温度、湿度、手指湿润程

度等影响，带来了不稳定的

结果。 
 

电容传感器的优点： 
(1) 结构简单、分辨率高、工作可靠。 
(2) 能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工作。 
(3) 易于获得被测量与电容量变化的线性关系。 
(4) 所需的激励源功率小，本身发热问题可不予考虑。 
电容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可以用平板电容器来说明。 
当忽略边缘效应时，其电容为： 

0C rA A
d d
ε ε ε

= =  

A——两极板相互遮盖的有效面积(m2) 
d——两极板间的距离，也称为极距(m) 
𝜀𝜀——两极板间介质的介电常数(F/m) 
𝜀𝜀𝑟𝑟——两极板间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 
𝜀𝜀0——真空介电常数， ( )12

0 8.85 10  F mε −= ×  

小组讨论，理解 
公式。 10 分钟 

布置作业 课后习题，预习 SPOC 平台发布的下节课的资料。 完成作业  

3.3. 教学方法设计 

3.3.1. 运用 OBE 驱动教学过程 
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如项目驱动教学、问题导向教学、案例教学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主动性。以项目驱动教学为例，可以设计一些与传感器应用相关的实际项目，让学生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掌握传感器的原理和应用方法[3]。 
根据学生的学习成果反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确保教学过程始终围绕课程目标进行，完成

OBE 闭环教学，如图 1。例如，如果学生在某一知识点的掌握上存在困难，教师可以采用更加直观的教

学方法或增加练习和辅导的力度。 

3.3.2. 融合 SPOC 开展混合式教学 
将课堂教学与在线学习相结合，开展混合式教学。课堂教学主要进行重点知识讲解、实验演示、小

组讨论等活动，在线学习则让学生自主学习基础知识、拓展知识面、参与在线讨论等。 
利用 SPOC 平台的互动功能，如在线答疑、讨论区、作业提交等，加强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交流

与互动。教师可以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也可以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和讨论，

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4. 教学评价设计 

3.4.1. 依据 OBE 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建立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如图 1 所示。评价方式包括考试、作业、

实验报告、项目设计、课堂表现等，评价内容涵盖知识掌握、技能应用、能力提升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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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过程性评价，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激励学生不断进步。例如，教师可以在每个教学阶段

结束后，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阶段性评价，并给予针对性的反馈和建议。 

3.4.2. SPOC 实现信息化评价 
借助 SPOC 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对学生的在线学习行为进行跟踪和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和

学习进度，为教学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利用在线考试和作业系统，实现无纸化评价，提高评价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在线评价系统还可

以提供详细的成绩分析和错题统计，帮助教师和学生更好地了解学习情况[4]。 
 

 
Figure 1. OBE closed-loop teaching 
图 1. OBE 闭环教学 

4. 基于“SPOC + OBE”的混合教学模式实施 

4.1. 课程准备阶段 

教师在 SPOC 平台上创建课程，上传课程视频、课件、练习题等教学资源。同时，教师还可以在平

台上发布课程公告、教学计划和学习要求，让学生了解课程的基本情况。 
学生在 SPOC 平台上注册账号，加入课程学习。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需求，自主选择学

习内容，完成在线作业和测试[5]。 

4.2. 课程实施阶段 

4.2.1. 线上教学活动 
(1) 自主学习：学生在 SPOC 平台上观看课程视频，学习传感器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性能指标和

应用领域等知识。同时，学生还可以完成在线作业和测试，巩固所学知识。 
(2) 讨论交流：教师在 SPOC 平台上发布讨论话题，如“传感器在智能家居中的应用”“传感器的发展

趋势”等，引导学生进行讨论交流。学生可以在讨论区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与教师和同学进行互动交

流。 
(3) 在线答疑：教师定期在 SPOC 平台上进行在线答疑，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学生可

以通过在线平台向教师提问，及时解决学习中的困惑。 

4.2.2. 线下教学活动 
(1) 课堂讲授：教师在课堂上对重点和难点内容进行讲解，如传感器的选型、安装、调试和维护方法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6377


董梦柯 等 
 

 

DOI: 10.12677/ve.2024.136377 2471 职业教育发展 
 

等。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2) 实验教学：在实验室进行传感器的实验教学，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掌握传感器的安装、调试和

维护方法。例如，学生可以进行温度传感器的实验，通过实验了解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性能指标，

掌握温度传感器的安装和调试方法。 

4.3. 课程评价阶段 

4.3.1. 学习过程评价 
(1) 在线学习时间：教师可以通过 SPOC 平台统计学生的在线学习时间，了解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

学习态度。 
(2) 在线作业完成情况：教师可以通过 SPOC 平台查看学生的在线作业完成情况，了解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程度。 
(3) 讨论参与度：教师可以通过 SPOC 平台查看学生的讨论参与度，了解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团队

合作精神。 
(4) 实验报告：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实验报告了解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6]。 

4.3.2. 学习成果评价 
(1) 考试成绩：在课程结束时，进行期末考试，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全面考核。考试内容包括传感

器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性能指标、应用领域等方面的知识。 
(2) 项目报告：学生在完成项目任务后，要提交项目报告，介绍项目的设计思路、实施过程和成果。

教师可以通过项目报告了解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7]。 

4.3.3. 素质评价 
(1) 学习态度：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等方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 
(2) 团队合作精神：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表现，了解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3) 创新能力：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项目报告、实验设计等方面，了解学生的创新能力。 
(4) 职业道德：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学生在实验教学中的表现，了解学生的职业道德。 
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从个人方面和小组方面进行评价(表 2 和表 3)。 

 
Table 2. Personal evaluation registration form 
表 2. 个人评价登记表 

评价人姓名  评价类型 自评(  )互评(  )教师(  ) 

评价元素 
评价等级 

优 良 中 差 

能够认真听讲并主动记录重点     

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并发表观点     

积极与同学合作完成任务     

能与同学进行有效沟通     

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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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Group evaluation registration form 
表 3. 小组评价登记表 

评价人姓名  评价类型 自评(  )互评(  )教师(  ) 

评价元素 
评价等级 

优 良 中 差 

成员能够明白自己的职务和责任     

成员在遇到困难时能相互帮助     

成员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成员沟通方式恰当，避免冲突     

成员对课程内容掌握良好     

成员对团队目标的达成有重要贡献     

5. 思政教学 

5.1. 课程思政建设思路 

9 月 9 日至 10 日，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本课程坚持立德树人，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

值塑造三者融为一体。课程采用多视角、全过程、前沿应用等方式融入思政教育，将思政教育渗透到《传

感器原理及应用》专业教育中，从而实现专业教育 + 思政教育两者贯通的深度融合。 

5.2. 课程思政的实施 

 
Figure 2.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 of “SPOC + OB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图 2. 课程思政视域下基于“SPOC + OBE”混合教学模式的教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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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传感器的发展历程，介绍国内外科学家的贡献，弘扬科学家精神。如讲述我国科学家在传感器

领域的艰苦探索和卓越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创新动力[8]。 
在讲解传感器原理和应用时，引入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和案例，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例如，

在介绍环境监测传感器时，探讨环境污染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讲解智能传感器在医疗领域的

应用时，引导学生关注医疗公平和社会责任。 
选取具有思政教育意义的传感器应用案例，如传感器在抗震救灾、疫情防控等中的作用，让学生在

分析案例的过程中感受科技的力量和人文关怀。 
开展小组讨论和项目实践，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在项目实践中，引导学生关注社

会需求，运用传感器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 
可以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将思政教学融入传感器课程中，图 2 融入了课程思政，是本文的整体教学模

型。 

6. 结论 

SPOC 平台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灵活的学习方式，让他们能够自主探索、个性化学习；

OBE 理念则以成果为导向，确保学生在知识、技能和素养方面都能得到全面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课程

思政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基于“SPOC + OBE”的混合教学模式在中职《传感

器技术及应用》课程中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教学模式通过整合优质的教学资源，采用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方式，以成果为导向进行教学，多元化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中职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今后的教学中，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该教学模式，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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