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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reform and innovate the curriculu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king 
the course of sensor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as an example, it explores in depth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intellig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courses and organically combine modern technology education with them.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ortance of intellig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ts inherent connection with the course of sensor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curriculum reform,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aced	by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grates	specific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intellig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of sensor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including redesigning course 
content,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aspects. Finall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on sensor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otential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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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智能思政教育背景下的课程改革和创新为目标，以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为例展开讲解，深入探讨了如何将智能
思政元素有效融入传统工科课程之中，把现代技术教育与之有机结合起来。论文围绕智能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与传感器
原理与应用课程的内在联系，着重指出了课程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教育所遭遇的难题与潜
在的发展契机，将智能思政的具体策略和方法融入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中，包括课程内容的重新设计、教学方法的创新
以及实践环节的强化等方面。最后，论文总结了智能思政教育背景下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改革的初步成效，并展望了未
来的发展方向和可能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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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四次工业革命（简称工业4.0）迎面而来，人类正从“自

动化时代”走向“智能化时代”[1,2]。人工智能（AI）是以

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大数据算法为核心、以模拟、延伸和超

越人类智能为目标，是人类自主创造活动的产物的一项高科

技 [3]。以智能技术推动教育变革，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在

各个国家均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 [4]。2019 年 5 月 16

日，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

会上指出：“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

极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动教育变革与创新，

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5]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思想

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在应用型课程中的需求和趋势越加明显，

然而，要想智能思政与应用型课程的融合做到真正的润物无

声还有一定的距离。为此，将智能思政有机融合到应用型课

程中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传感器技术为人工智能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使得

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更加准确地感知和理解外部环境。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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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术可以对传感器数据进行深度学习和模式识别，让传感

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提高。因此，传感器技术和人工智

能技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传感器技术为人工智能提供了

重要的信息来源和数据支持，而人工智能技术则可以进一步

优化传感器系统的性能和功能。传感器原理与应用作为智能

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专业

核心课程，该课程在相关专业的学习进程中扮演着衔接过渡

的重要角色，既巩固了前期知识，又为后续学习奠定了坚实

基础。目前，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这门课程在教育教学上仍存

在诸多不足，课程教授在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方面还有一

段距离。具体来说：①学生的基本学情；②教学内容的更新

较慢；③教学实施环节监督不到位；④教学评价不够全面。

针对上述问题，论文提出在应用型课程中引入智能思政这种

新型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对专业兴趣的同时，加强对传感器

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性的整体认知和理解，培养学生

的专业的自信心、责任感、工匠精神，引导学生成为“五育

并举”的新时代创新人才。

2 人工智能背景下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一方面，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

方式、学习成果评价等各方面都在随着教育环境和教育理念

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尽管“人工智能 + 教育”模式

带来了教育的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变革，但教育的核心本质

即文化的传承、知识的创新以及人才的培育始终如一 [4,6]。

简而言之，教育的环境及教育理念都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

化，但是，教育实践活动坚持以学生需求为核心不会变。

人工智能背景下教育面临的挑战。2022 年 11 月底美国

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种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模型，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是聊

天机器人的全称，简称 ChatGPT[7]。随着 ChatGPT 的问世，

学生的运算能力、肌肉记忆、脑力和论文写作等方面的能力

都受到挑战。目前，我们的教学方式还是以重复性训练和不

断地做题为主，这种教育方式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

挑战与危机 [8]。

人工智能背景下教育面临的机遇。ChatGPT 的问世，

虽然带来了见所未见的挑战，但是，现代教育也因此获得了

发展机遇。在人工智能逐渐取代机械性和重复性工作的时

代，社会更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从学生的角度，往

往很多“学困生”的头脑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的实践

能力、动手能力和探索能力电路比较强，正好顺应时代的需

求。从教师的角度，若能妥善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我们有望

将教师从繁重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其有更多精力专

注于更具创造性和价值的工作，可以帮老师减轻负担的同时

能够提高其工作效率，教师才能拥有更充沛的精力去精心设

计和优化教学活动，在教育中不断创新和不断突破。

3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应用型课程与思政的有
机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

堂教学主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政同向同行，要充分体现高

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的理念，对专业课程加强思政

建设 [9]。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迅速，对人才的需求也

发生了变化。因此，培养既具备技术技能，又有良好道德品

质和社会责任感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时代的需求。对于工科的

学生，在培养的过程中：第一，需要专注学生专业能力的培

养；第二，需要注重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第三，

需要注重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方面的培养，引导

学生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在人工智

能背景下，将应用型课程和思政元素有机融合，不仅可以使

学生能够利用思政元素的视角思考和解决问题，同时还可以

培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现代青年。

4 智能思政在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中的应
用研究

智能思政，即将思政教育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实现教

育内容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

程中融入智能思政元素，不仅有助于加深学生对传感器技术

的认识与掌握，更能激发他们的科技报国之志，增强他们的

社会责任感。

4.1 智能思政在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中的应用策略
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融入。传

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建设思路框架如图 1 所示。本课程的建

设主要是从知识、能力和素养三方面着手，实现三全育人的

目的。具体内容如下：

①理论知识方面。主要是培养学生对检测技术的基本

概念、误差计算、传感器的原理、传感器的结构、传感器的

电路设计与分析等基础知识的理解和知识转化。除此之外，

帮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后，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实现器件

选型、系统设计、软硬件设计及系统调试和测试等方面的能

力的提升。

②能力培养方面。主要是培养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

关系方面的能力。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我们可以有效地解

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需求。能够从需求分析→器件选

型→系统整体方案设计→硬件电路设计→软件程序设计→ 

系统调试和测试，最终完成整个系统设计并达到最初的系统

要求。在系统的测试过程中验证理论的正确性，通过此方式，

能够帮助学生提升综合实践能力。

③素养培养方面。主要是通过在课前、课中和课后都

要恰如其分地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工匠精

神、团队精神、精益求精、创新精神、文化自信、使命感、

家国情怀、职业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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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中的应用，主

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在教学策略上，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在实际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和对教学内容的实际掌握情况。通过建立完善的学生学习文

档，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进行合理的教学安

排，有效地优化和调整教学任务。其次，在课程设计上，人

工智能技术可以用于构建智能化的传感器教学系统。这样的

系统能够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特点设立不同的

教学情境，并建立完整的知识库。针对每个学生的实际学习

情况，系统可以做出与之相符的教学决策，提供个性化的学

习路径和资源。再次，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用于提升传感器

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力。通过对传感器收集的大量数据进行

挖掘和分析，可以揭示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和模式，从

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传感器的原理和应用。最后，人工智

能技术在传感器实验和实践环节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

引入智能化的实验设备和系统，可以模拟真实的传感器应用

场景，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传感器的应用技能，提升他们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4.2 智能思政在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中的具体实

施案例
以“智慧大棚蔬菜”项目为例，如图 2 所示。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利用传感器技术设计并制作一个能够实时监测

环境参数（如温度、湿度、光照度等）的系统。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入如下思政元素：

图 1 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建设思路框架图

图 2 智慧大棚蔬菜为例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7卷·第 08 期·2024 年 08 月

61

①职业素养与责任意识。强调学生在从事智慧大棚蔬

菜种植过程中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如团队协作、创新意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同时，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使其意识

到农业生产对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性。②可持续发

展观念。通过智慧大棚蔬菜种植项目，引导学生认识到农业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培养

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观念。③创新创业精

神。鼓励学生在智慧大棚蔬菜种植项目中发挥创新精神，尝

试新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为农业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做出

贡献。

除此之外，还可以给学生延伸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技

术。①传感器技术。用于实时监测大棚内的环境参数，如温

度、湿度、光照等。这些传感器可以精确收集数据，为后续

的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提供基础。②机器学习技术。通过对

传感器采集到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机器学习技术可

以预测作物的生长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并优化种植

方案。③图像识别技术。通过摄像头等设备实时监测作物的

生长情况，并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对作物的生长状态进行自

动识别和判断。这有助于及时发现作物生长过程中的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④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智慧

大棚蔬菜种植项目中，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用于实现人机

交互，方便用户查询和了解大棚内的环境情况和作物生长情

况。把课程思政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起来，智慧大棚蔬菜种

植优化项目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力，更能

在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高效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现代

农业的创新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5 结语

虽然智能思政在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中有着广阔的

应用前景，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如何将思政元素与

传感器技术知识有机结合、如何创新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效

果等。未来，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化，

智能思政将在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中发挥越来越广泛和

深入的作用。我们期待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能够积极探索和

实践智能思政在传感器技术教育中的应用策略和方法，为

培养更多具有科技报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作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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