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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评结果总览

序号 一级指标 分值 自评分值

一 一票否决指标 符合 符合

二 课程团队 15 15

三 课程教学设计 15 13

四 课程内容 20 17

五 教学活动与教师指导 15 12

六 应用效果与影响 25 18

七 课程平台支持服务 10 10

总计 10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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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概况

1.课程基本信息

本课程是智能控制技术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课程总学时为 54 课时，其中实

训教学为 18 学时。本课程主要学习各种机器人传感器的基本原理、特性、选型、

应用等方面的知识，讨论与机器人有关的检测方法，以及机器人传感器的基础知

识和工作原理，集通信、电子、机器人等学科知识于一体。

在课程体系中，该课程的前续课有《电工电子技术与实训》，后续课程有《机

器人液压与气动技术》、《机器人电机驱动控制技术》和《AGV 与机器视觉技术

应用》等。

2.课程对应的岗位及任务

该课程使学生具备从事机器人现场安装调试技术员岗、机器人运维技术员

岗、智能机器人电控技术员岗的硬件电控系统的测试、故障诊断与维修等任务必

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并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形成综合职业能

力打下基础。

3.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了解机器人传感器的定义、组成和分类，熟悉传感器的主要性能指标，掌握

传感器的选用原则；

了解测量的基本概念，掌握常用测量方法和自动检测系统的组成；

了解常见物理量的概念和表示方法，并熟悉相应检测方法；

了解机器人传感器分类、结构和特点以及测量电路，掌握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2）能力目标

能识别各种机器人常用传感器，并能根据工程系统需要会正确选择传感器；

能够正确安装传感器，并能进行传感器内部和外部接线，组成检测系统；

会正确测试机器人常用传感器的性能，并能依据测试数据，优化检测系统。

（3）素质目标

培养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组织协调能力；

培养规范操作、严谨务实和自主学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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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项自评情况

1.一票否决指标

截止 2021 年 8 月 31 日，专业必修课“机器人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已面向本

校学生和机电控制领域的社会学习者开放两个学期。开放平台为职教云。具体如

下表所示：

表 1-1 “职教云”平台课程已开设情况（第一期）

使用时间 使用单位 使用专业 职教云班级名称 学生人数

2020.2-2020.7
广东碧桂园职业

学院（本校）

19 智能控制

技术专业 2

班

19 智控 2班 32

2020.2-2020.7
广东碧桂园职业

学院（本校）

19 智能控制

技术专业 3

班 碧职—清技混

合班

31

2020.2-2020.7 清远市技师学院

2019 级电梯

与安装维修

班

33

总计 96

表 1-2 “职教云”平台课程已开设情况（第二期）

使用时间 使用单位 使用专业 职教云班级名称 学生人数

2021.2-2021.7
广东碧桂园职业

学院（本校）

20智能控

制技术专

业 1 班 碧职—城建混

合班

31

2021.2-2021.7
广州城建职业学

院

2018 级机

电一体化

实验班

39

2021.2-2021.7
广东碧桂园职业

学院（本校）

20智能控

制技术专

业 2 班

智控 20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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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间 使用单位 使用专业 职教云班级名称 学生人数

2021.2-2021.7
广东碧桂园职业

学院（本校）

20智能控

制技术专

业 3 班

智控 203 33

总计 135

本课程主要在线教学平台为职教云，因平台功能只允许创建本校班级，无法

创建外校班级，故在进行校外推广使用时，采取了校外用户与本校学生使用相同

班级的做法，以提升在线教学的实施效果。

碧职—城建混合班共 70 人，其中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学生占 31 人，为智能

控制技术专业 201 班学生，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学生占 39 人，为该校 2018 级机电

一体化实验班。

碧职—清技混合班共 64 人，其中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学生占 31 人，为智能

控制技术专业 193 班学生，清远市技师学院学生占 33 人，为该校 2019 级电梯安

装与维修（专）1班。

课程第一期教学班级 19 智控 2班课程教学实施为课程团队主要成员梁荣新

教授，使用梁荣新教授的职教云账号进行课程建设及教学实施。

其他班级教学实施均在课程负责人的职教云账号开展教学实施。

随着课程的推广，在利用职教云平台的基础上，引入了超星学习通在线平台，

为校外学校学员及社会人员提供了更多选择。目前，已经在超星学习通引入了清

远市技师学院、郑州商学院两个院校加入本课程的学习。

超星学习通课程网址为：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21030234.html

课程登录账号：15915792515，密码：ak471234 。

外校班级参与课程学习所使用的班级名称如下表 1：

表 2 外校使用情况

开放平台 使用时间 校外单位 使用对象 平台班级名称
使用

人数

职教云 2021.2- 广州城建 2018 级机电 碧职—城建 39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210302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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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平台 使用时间 校外单位 使用对象 平台班级名称
使用

人数

2021.8 职业学院 一体化实验班 混合班

职教云
2020.2-

2020.8

清远市技

师学院

2019 级电梯

与安装维修班

碧职—清技

混合班
33

学习通

2021.10

—

至今

清远市技

师学院

2020 电气自

动化设备安装

与维修班

清远技师学

院班
26

学习通

2021.10

—

至今

郑州商学

院
2019营销2班

郑州商学院

班
50

总计 148

参与机器人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企业用户为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已毕业学

生，分别就业于广东博嘉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和广东智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由于工作需求，特开设技能培训班，在平台新开设班级，用于企业用户的技能培

训，共 58 人。见下表 2：

表 3 企业用户使用情况

开放平台 使用时间 校外单位 使用对象 平台班级名称 人数

职教云

2021.10

—

至今

广东博嘉拓建

筑科技有限公

司

一线骨干

技术人员

已毕业学生

技能培训班
40

职教云

2021.10

—

至今

广东智源机器

人科技有限公

司

一线骨干

技术人员

已毕业学生

技能培训班
18

总计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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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团队

指标 主要观测点 分值
自评

分值

课程团队

课程负责人须为申报高校正式聘用的教师，具有丰

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高学术造诣。主讲教师师德好，

教学能力强，积极投身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的教学改革。课程团队结构合理、人员稳定，除

课程负责人和主讲教师外，还应配备必要的助理教

师，保障线上线下教学正常有序运行。同一课程负

责人只能申报一门课程。

15 15

（1）课程负责人

课程负责人苗振腾，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正式聘用教师，硕士研究生，维修

电工高级技师，电工考评员，讲师、工程师职称。具有 10 年高职一线教学经验，

主要研究领域为智能控制技术。

课程负责人高职教育经验丰富，被任命为学生导师及班主任，履职期间受到

学生认可，具有良好师德。教学质量受到师生广泛的认可，带领课程团队积极开

展信息化教学改革，将“混合式教学—岗位技能训练—技能竞赛”融于信息化混

合式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学期间，获得校级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

课程负责人近五年教学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4 课程负责人教学情况

课程名称 教学时间 课时

《机器人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机器人液

压与气动技术》
2020—2021 学年 354

《机器人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自动化生

产线安装与调试》
2019—2020 学年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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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教学时间 课时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自动化生产线安

装与调试》
2018—2019 学年 420

《中级维修电工培训》、《自动化生产线安

装与调试》
2017—2018 学年 450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中级维修电工培

训》
2016—2017 学年 440

课程负责人开展教科研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5 课程负责人科研情况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立项时间 主持人排名

1
基于模糊算法控制的 AGV

避障策略研究
广东省教育厅 2020.9 主持

2
《机器人传感器与检测技

术》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广东碧桂园

职业学院
2020.11 主持

3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改革——以

《机器人液压与气动技术》

课程为例

广东碧桂园

职业学院
2021.2 主持

4

2021“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建设项目——《机器人传

感器与检测技术》

广东碧桂园

职业学院
2021.9 主持

5

基于交互式信息化手段的

高职分层教学实践与研究

——以《单片机技术与应

用》课程为例

广州城建职

业学院
2017.8，已结题 主持

6
《单片机技术与应用》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广州城建职

业学院
2017.9，已结题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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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教改论文 2篇，科研论文 6篇，其中 1篇获得 EI 检索，如下表所示：

表 6 课程负责人发表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期刊 发表时间 排名

1

Research on dynamic

obstacle avoidance path

planning strategy of AGV

Joural of

Physics
2021 年

（EI 检索）
第一

2
智能扫地机器人控制系统

设计
电子世界 2019 年 第一

3

基于信息化手段的高职分

层教学研究--以单片机课

程为例

数字化用户期

刊
2018 年 独立

4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 RFID 门

禁系统设计
电子世界 2018 年 独立

5
基于 GSM 远程控制的智能

家居系统开发
电脑与电信 2017 年 独立

6
大气污染智能检测设备的

设计
电子世界 2017 年 独立

7
基于贯穿项目的单片机教

学的探索

素质教育论坛

期刊
2013 年 独立

8
UG 齿轮参数化设计的二次

开发

机械工程与自

动化
2013 年 第一

课程负责人获得奖励如下表所示：

表 7 课程负责人获得奖励

序号 奖励 授奖单位 时间 排名

1
校级教学质优秀奖

量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2021.9 独立

2 广东省高职院校教 广东省教育厅 2021.8 第二

https://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sj201924109
https://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sj201924109
https://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zhyh201818185
https://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zhyh201818185
https://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zhyh201818185
http://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000996842
http://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000996842
http://doc.paperpass.com/journal/20170046gddnydx.html
http://doc.paperpass.com/journal/20170046gddnydx.html
http://www.cqvip.com/QK/94357X/201708/671978071.html
http://www.cqvip.com/QK/94357X/201708/671978071.html
http://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44731292
http://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44731292
http://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45980496
http://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4598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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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能力大赛三等奖

3
广东省高职院校职

业技能大赛二等奖
广东省教育厅 2021.5 第一

4
“蓝桥杯”大赛优

秀指导老师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

交流中心
2020.10 独立

5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职业院校教

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广东省教育厅 2019.10 第三

6

广东高职院校信息

化教学设计大赛三

等奖

广东省教育厅 2017.9 第一

课程负责人发表实用新型专利 2项，如下表所示：

表 8 课程负责人获得专利

序号 名称 类型 专利号 申请人

1 一种用于机电工程的设

备安装底座

实用新型 CN20202001803

2.5

苗振腾

2 一种机电工程用工具存

放箱

实用新型 CN20202001799

0.0

苗振腾

课程负责人指导学生开展校级大创项目 3项，如下表所示：

表 9 课程负责人指导大创项目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来源 日期 指导教师

黄家宝
实训室分布式智能

管理系统

广东碧桂园职

业学院
2021.1-2023.1 苗振腾

刘秀霞
水域清理智能机器

人

广东碧桂园职

业学院
2021.1-2023.1 苗振腾

程嘉宝
楼宇智能快递机器

人

广东碧桂园职

业学院
2021.1-2023.1 苗振腾

https://wenku.baidu.com/view/7c831ef95a1b6bd97f192279168884868662b80b
https://wenku.baidu.com/view/7c831ef95a1b6bd97f192279168884868662b80b
https://wenku.baidu.com/view/32558e9158cfa1c7aa00b52acfc789eb162d9e5b
https://wenku.baidu.com/view/32558e9158cfa1c7aa00b52acfc789eb162d9e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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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负责人编制校本实训教材 4本，如下表所示：

表 10 课程负责人编制校本实训教材

课程名称 日期 编制人

机器人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2020.3 苗振腾

机器人液压与气动技术 2020.9 苗振腾

自动化生产线系统安装与调试 2019.3 苗振腾

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2021.8 苗振腾

（2）教学团队

本课程教学团队是一支结构合理，师德师风良好，治学严谨，事业心较强，

教学水平高的教学队伍。本教学队伍与企业联系紧密，经常深入企业挂职锻炼，

学习企业的先进技术，使整个教学队伍有较高的专业技能水平，并将所学新技术

新工艺融入教学内容。团队既有关注“如何教”的教师，又有关注学生“如何学”

的教师，可为课程建设高质量实施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源。教学队伍共7名教师，

其中企业工程技术人员1名，其中5名教师为“双师型”教师。在教学实施过程注

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教学特色突出。本课程配备了助理教师。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11 团队结构

课程组人数 7人 “双师型”比例 72％

职称

高级职称 4人

学历

博士 2

中级职称 2人 硕士 4

助理教师 1人 本科 1

课程团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课程团队主要成员分工见下表：

表 12-1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 承担任务

1 苗振腾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讲师
1.主持课程实施

2.主体资源建设

2 梁荣新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教授 1. 课程标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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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思政建设

3 申耀武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副高
1. 课程考核体系设计

2. 课程过程性考核

课程团队其他成员分工见下表：

表 12-2 课程团队其他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 承担任务

4 冯朱建
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

限公司

工程师/

副总监

1.企业典型案例整合

2.课程推广应用

5 潘杰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副高
1. 课程题库建设

2. 课程过程性考核

6 张校磊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副高
1.课程实训项目库建设

2.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

7 梁健恒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初级/助

理教师

1.课程教学助理

2.课程线上服务助教

3.课程资源制作

除负责人外，其他课程团队成员业绩突出，获得校级优秀教师、优秀学生导

师称号，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创

业计划竞赛获得三等奖,指导学生参加广东省高职院校职业技能比赛，获得一等

奖一项，二等奖两项，指导学生团队开展创新创业，并获得省攀登计划项目资金

支持。承担省级教研项目一项，省级科研项目一项，校级教研研项目2项，发表

实用新型和软件著作专利共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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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设计

指标 主要观测点 分值
自评

分值

课程教

学设计

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体现现代教育思想，符合《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等要求，

具有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特征。注重以学生为

中心建立教与学新型关系，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

合作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培育，构建体现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课程结构和教学组织

模式，课程知识体系科学，资源配置、考核评价方

式合理，适合在线学习和混合式教学。

15 13

本课程从岗位能力要求出发，教学方法以知识与技能相融合为主线，强调实

践教学和过程性考核。本课程构建了职教云在线课程学习平台，课程平台已经完

整运行2期次，已经公开面向高校、专业技能人员和各类社会学习者，截至11月1

日，课程已面向374人开展在线教学与培训，基本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等要求，具有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特征。

本课程与广东智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深入开展“产教融合”，构建了线上

信息共享渠道，能够根据产业发展，结合对毕业生开展在线调查问卷，动态调整

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改革理念如下图所示：

图 1 课程整体设计理念



13

本课程基于“四位一体”，即线上与线下结合、虚拟与现实结合、理论与实

践结合、仿真与实操结合，构建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利用职教云在线教学平台，

教师向学生课前发布学习任务、课中在线测试、课后布置作业，教学团队随时提

供学习指导、答疑，整个教与学的过程记录完善，能保证教学改革良好实施。本

课程混合式教学过程如图所示：

图 2 混合式教学流程

本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线下教学，强调“教、学、做”一体化，根据学生

特点、课程特点将课堂搬到实训室、生产现场进行，利用教学平台直播功能，在

助教的协助下，教师边讲课，边演示，边指导；学生边学习，边提问，实现课堂

理论教学与实践技能培养融合。在教学中以学生为本，努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解决了在课堂上无法讲解生产一线技术的问题。以“案例”、“项目”为主

线，组织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图 3为课程主讲

教师与助教共同开展机器人传感器故障排查的步骤演示，利用手机直播将现场操

作投屏至大屏教学一体机上，实现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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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混合式教学现场

本课程秉承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教学理念，组织学生团队参加学院“工匠杯”

比赛以及广东省高职技能大赛，并将比赛内容融入课程实训环节，促进学生合作

能力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考核内容依据课程教学目标，对接本专业岗位技能需求，采取多元化

评价主体，使课程考核体系紧密贴合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体现了课程考核的结果

导向性。

本课程依据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学生总成绩。过程

性考核从学生的德育养成、能力培养、职业素养三个角度展开评价，能准确反映

学生的全面均衡发展状况。

德育养成注重考查学生的诚信意识与自我约束意识；

能力培养以阶段性考核为核心，结合在线学习、课后作业，综合考核学生的

过程性学习效果；职业素养侧重考查学生的团队意识、自主能力。

终结性考核从理论考核、实操考核两个角度展开评价，以准确体现学生的职

业技能水平。

本课程考核利用职教云线上课堂、机器人传感器一体化课室作为线上、线下

考核平台。

课程考核体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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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考核体系

评价方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主体

过程性考核

（60%）

德育养成

（15%）

作业无作弊 教师，学生自评

考核无作弊 教师

遵守课堂纪律 教师，学生互评

无旷课迟到 教师

能力培养

（30%）

课堂阶段性考核 教师

课前在线学习时长 教师

课前在线学习参与

度
教师，学生互评

课前在线测试 教师

课堂讨论参与度 教师、学生互评

课堂实操效果
教师，学生自评、互评、

企业专家

课后作业

职业素养

（15%）

团队协作能力 教师，小组自评、互评

自主解决问题能力 教师，学生自评、互评

规范操作意识 教师，学生自评、互评

终结性考核

（40%）

理论考核

（20%）
—— 教师

实操考核

（20%）
—— 教师，企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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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程内容

指标 主要观测点 分值
自评

分值

课 程 内

容

坚持立德树人，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课程内

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内容规范完整，

体现前沿性和时代性，反映学科专业最新发展成果

和教改教研成果，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内容更新和

完善及时。无危害国家安全、涉密及其他不适宜网

络公开传播的内容，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内容。

20 17

本课程将思政教育内化为课程内容，体现每一堂课不只教书而且育人的功

能。课程思政教育内容从“三个一”展开，归纳为“一面旗帜——心中有国旗；

一种精神——树立工匠精神；一份自信——培养科技自信”。

通过团队备课、认真梳理，完善教学设计，对本课程的思政元素进行了深度

挖掘，表现如下：

（1）增强责任担当，做到科学、严谨

用身边实实在在的事例潜移默化的去引导学生，自然激发学生的责任担当意

识和爱国情怀。讲授红外传感器时，通过在新冠肺炎防控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红外

体温计设计以及与水银体温计的对比，并延伸新冠疫苗研发过程，引导学生进行

科学技术研究和数据分析一定要做到科学、严谨。

（2）增强国家自信，培育爱国情怀

在讲授检测技术发展时，学生让自主查询检测技术和国内外传感器的产品并

进行比较，教师列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科研成果和传感器产品，自然地增强

学生国家自信和爱国情怀，让“科技强国、创新兴邦”的理念使课程思政根植于

学生心中。

（3）抓主要矛盾，学会包容

通过讲解传感器检测范围与线性度的矛盾，以及传感器动态特性指标的快速

性和平稳性之间的存在矛盾时，要根据设计工艺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启发学

生联系身边地人和事，使学生自然而然地体会到做人做事不可能十全十美，而学

会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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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到遵纪守法，公平诚信

在学习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内容时，通过提前在职教云发布话题——“不良商

家生产七两八两秤，欺骗消费者；在电子秤下面垫泡沫或者软纸盒可以使商品重

量增加，你怎么看呢？”通过学生激烈地讨论激发了学习兴趣，课堂上开展参与

式学习让学生明白如何检验七两八两秤，进行了知识的深度学习，同时引导学生

做事公平、诚信，做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公民。

（5）具备工匠精神，探索创新

工匠精神对工科学生而言是必须具备的。学习液位传感器课程时，播放大国

工匠李刚故事短片。引导学生做到不怕困难、勤奋刻苦。生活和学习中都要善于

观察思考、积极探索，敢于发现问题，勇于创新。

本课程围绕“1+x”证书标准，开发教学内容本课程。深入分析 1+X 证书制

度“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理念，分析

企业岗位能力需求，依据“学情分析、项目引领、工学结合、能力递进”的教学

思路，开发递进式教学项目，突出职业素质的培养。项目设置如下所示：

图 4 课程项目设计

根据项目设置，重构课程内容，本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14 教学内容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 学时

1
机器人传感器技术基

础

1.传感器概念

2.机器人传感器概述

3.传感器特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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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 学时

2
建筑机器人力觉传感

器系统

1.力敏传感器

2.电阻应变式传感器

3.压电式传感器

8

3
建筑机器人位置觉传

感器系统

1.电容式传感器

2.电感式传感器

3.光删式传感器

4.电涡流传感器

5.霍尔传感器

10

4
建筑机器人环境量检

测传感器系统

1.热敏电阻

2.热电偶

3.湿度传感器

4.气敏传感器

8

5
建筑机器人接近觉传

感器系统

1.光电效应

2.光电式传感器

3.光纤传感器

6

6
建筑机器人视觉传感

器系统

1.CCD 图像传感器

2.CMOS 图像传感器
4

7
建筑机器人避障行走

机器人系统

1.红外传感器

2.超声波传感器

3.激光传感器

4.机器人运动量检测传感器

12

本课程已完成教学视频、课程标准、授课计划、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习

题及答案、考试试卷库、课程实训项目、虚拟仿真等资源的建设工作，作为在线

开放课程，课程资源建设对标“传感网应用开发”1+X 证书标准，以职业需求为

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将课程资源与迭代的行业发展相挂钩，做持续性

的更新与完善。

课程教学平台教学内容正面积极，无危害国家安全、涉密和其他不适宜网络

传播的内容，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内容，有专门教师负责维护平台的内容政治正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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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学活动与教师指导

指标 主要观测点 分值
自评

分值

教学活

动与教

师指导

通过课程平台，教师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和要求为

学习者提供在线测验、作业、考试、答疑、讨论等

教学活动，及时开展在线指导与测评，按时评定成

绩。各项教学活动完整、有效，按计划实施。学习

者在线学习响应度高，师生互动充分，能有效促进

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进行资源共享、互动交流和自

主式与协作式学习。

15 12

本课程混合式教学，充分依据数字化资源开展线上授课，以更好的适应线上

教学环境，解决本课程理实一体化线上教学的困境。采用资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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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信息化教学手段

课程教活动中，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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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教学活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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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用多种线上教学工具，通过企业、同行、网络整合优秀教学资源，对

接学习目标，本课程获得了良好的在线反馈，师生互动充分，课程评价数 5000

余次，正面评价达到 95%以上。如下图所示：

图 7 课程访问数据

课程教学活动中，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师生互动，提升课堂讨论，提

升学生参与课堂意识，发挥信息化教学的优势。

采用课堂调查问卷，了解大家对当前学习内容的接受程度，迅速获得课堂的

真实反馈，使老师可以及时调整课堂策略，完成课程的高质量教学。

图 8 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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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手机摇一摇功能，提问回答问题，了解大家对当前学习状态是否保持积

极，根据提问情况，主动调节课堂氛围。

图 9 摇一摇课堂提问

开展课堂讨论，教师提出讨论主题，了解学生多问题的认识，以了解学生的

课前预习情况，根据反馈，调整课堂教学进度。

图 10 课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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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课堂头脑风暴，提出开放性问题，激发学生发散性思维，引导学生从多

个角度回答问题，使学生得到获得感，从而加强课堂的吸引力，提升课堂氛围。

图 11 课堂头脑风暴

开展课堂投票，了解学生的看法，进一步部署课程教学内容，根据学习目标，

结合学生兴趣，适当调整课堂内容。

图 12 课堂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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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用效果与影响

指标 主要观测点 分值
自评

分值

应用效果与

影响

申报课程已完成两学期及以上教学活动，在本校教

学过程中能较好地应用，将在线课程与课堂教学相

结合，教学方法先进，教学质量高。在其他高校和

社会学习者中共享范围广，应用模式多样，应用效

果好，社会影响大，示范引领性强。

25 18

本课程已完成两个学期的课程教学：

表 15 校内教学情况

课程名称 使用时间 授课对象 学习人数

机器人传感器与检测

技术
2020.2-2020.7

19 级智能控

制专业 2,3 班
63

机器人传感器与检测

技术
2021.2-2021.7

20 级智能控制技

术专业 1,2,3 班
94

课程教学采用企业机器人典型案例，具有前沿性，教学项目依据工作过程系

统化理念，将企业典型工作案例转化为教学项目，实现了课程教学与岗位技能训

练的无缝对接，整体教学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1）学生最终成绩通过率达到 80%以上。通过深入开展“产教融合”，紧

密对接产业发展，动态调整阶段性和终结性考核内容，最终成绩能够真实体现人

才培养的质量。

（2）学生、督导对本课程评教优秀，教学负责人获得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

（3）课程教学依据机器人传感器一体化课室开展实践教学，并开展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在教学团队指导下，已有 1个学生团队项目被评定为省级“攀登

计划”项目，5个学生团队项目被评定为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4）学生“电工上岗证”职业资格证书考证通过率高。

（5）获得广东省高职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2次。

（6）指导学生获得广东省高职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 1项，二等奖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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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作为一门完全公开的在线课程，已经面向另外三个学校和两个企业公

开使用。

表 16 校外教学情况

课程名称 使用时间 校外单位 使用对象 学习人数

机器人传感器

与检测技术
2021.2-2021.7

广州城建职业学

院

2018级机电一体

化实验班
39

机器人传感器

与检测技术
2020.2-2020.7 清远市技师学院

2019级电梯与安

装维修班
33

机器人传感器

与检测技术

2021.10——至

今
清远市技师学院

2020电气自动化设

备安装与维修班
26

机器人传感器

与检测技术

2021.10——至

今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

学院
机电一体化班 40

机器人传感器

与检测技术

2021.10——至

今
郑州商学院 2019 设备营销 2班 50

机器人传感器

与检测技术

2021.10——至

今

广东博嘉拓建筑

科技有限公司

一线骨干技术人

员
40

机器人传感器

与检测技术

2021.10——至

今

广东智源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司

一线骨干技术人

员
18

面对校外学习者在线教学时，教师随时在线指导、鼓励，学生随时在线提问、

讨论，通过增加了师生互动的机会，提高了学生学习积极性，较好的满足了使用

对象的使用需求，已经结课的两所学校的最终成绩通过率均超过 80%，课程教学

团队获得了外校教师的积极评价，同时也对青年教师起到了培养效果。

本课程面向企业的技能培训，通过校企深入对接，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行

业标准化建设，为适应企业人员工作节奏，调整线上教学时间，并提供良好的线

上技术服务，获得了企业技术人员的认可，同时也提升了本教学团队的知识储备

和技术能力。

经过统计连续 5次课程作业成绩，学生成绩得到了明显的上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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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学习递进情况

本课程受到了学生、校内督导、企业三方的积极评价：

（1）学生评价

老师在课前能够提供简单易懂的动画等资源，让我可以顺利接受课程上课的

内容，与教师进行线上互动，使我能够在接下来的课堂学习中，较快进入学习状

态。

课堂上老师首先都会利用线上平台对课程进行 10 分钟的回顾，通过提问，

在线抢答，上台角色互换等方法，让我保持饱满的学习情绪，融入到课堂的学习

中，通常一次课的学习中，老师会合理安排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通过理论知识

互动，再利用实训台的动手操作，验证课程内容。

老师会在课后线上提供拓展知识，留下案例性作业，具有现实意义兼具挑战

性。通过与教师线上互动，提升了自己查阅资料解决问题的能力。

职教云课程评价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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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学生教学评价

（2）校内督导听课评价

授课方式好，有讲解，有表述，有分析，有结论。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采

用了大量图片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采用了大量的动画演示来帮助学生理解和

掌握，内容设计合理，尤其是实训课教学录像，对提高教学效果起到关键性的作

用。

（3）企业评价

课程教学老师理论水平扎实，实践技能很强，能将课堂知识，很好地融合到

企业工作实际，提供的资源较为实用，与当前行业对接良好，内容具有一定的先

进性，能够获得良好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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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课程平台支持服务

指标 主要观测点 分值
自评

分值

课程平

台支持

服务

课程平台为公开课程平台，符合《中国互联网管理

条例》等规定，至少获得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二

级认证。平台运行安全稳定畅通，课程在线教学支

持服务高效。

10 10

本课程平台采用职教云在线教学平台，为面向全国的公开课程平台，符合符

合《中国互联网管理条例》等规定，获得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二级认证。平台

运行安全稳定畅通，如下图所示：

图 9 平台安全证明

课程平台在线教学功能丰富，数据统计功能完备，在线教学支持服务顺畅。

本课程教学团队配有教学助教，能有效支持课程在线教学。主要提供服务如下：

（1）按预先公告的教学进程，及时发布课程在线测试、在线作业及考试等

教学资源；

（2）周期性发布学习公告；

（3）组织学生学习讨论，开展在线指导与测评；

（4）及时处理学生成绩；

（5）密切跟踪讨论区，防止有害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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