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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我国机器人教育的得失分析当前机器人教育问题，追求教育本源
的同时，提出了“智能机器”的教育概念，创造性地定义了“智能机器”教育，明确了教育
目标、描述了相关特点，并提供了相关典型案例，为进一步实现更为普及、更面向未来的
创新教育提供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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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机器人教育的得与失

学习机器人课程是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受到社会、学校、
家长的认可，更得到青少年的青睐。随着教育部门对以机器人教育为代表的创新教育
的日益重视，学校、社会培训中心、科技活动中心等发挥了积极作用，让很多学生有机会
感受到机器人的魅力，通过亲手设计、组装、编程等活动，开展国际交流、竞赛等形式切
实拓展了学生知识领域，提升综合能力。

然而，机器人教育的问题也客观存在。一是机器人价格制约机器人课程的普及。
装配一个机器人兴趣小组需要近十万元的费用，建设一个机器人教学教室需要几十万
元，笔者所在长三角发达地区，以一个区域来看，能组建兴趣小组的学校数为个位数，没
有初中和小学能开展常态课堂教学。《教育》记者曾联系山东青州市职工子弟小学耿老
师采访她，但她以“不方便”为由婉拒了。但她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
到，机器人的价格比较昂贵，各种主机模块、传感器及其他配件也售价不菲，少数人组队
比赛尚且受到资金方面的压力都很大，课堂的普及难度就更大了。二是机器人课程师
资制约机器人课程普及①。由于造价较高，学校一般把机器人课程当作为“门面”课程，
在“有”和“优”问题上，更多地强调有。因此，学校不可能对机器人师资投入过多，不仅
没有专职的机器人教师，也只是在参加比赛时，相关教师才有的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同
时，校外教师资源不足，在某一地区很难形成研究圈。三是机器人竞赛把机器人教育带
进了胡同。为什么要比赛、到底比什么、怎么比赛，学校、厂商、家长各自有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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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学生是最纯洁的。首先是有的地方教育部门领导和中小学领导在拨付机器人教育
经费时提出了匪夷所思的先决条件———必须在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导致教师退到幕
后，厂商走到前台，甚至出现专业的机器人比赛公司服务学校机器人比赛。其次是比赛
本身不是为了展示学生创新能力，而是展示机器人配置，体现在很多比赛贵的机器人获
奖。即使是普及型的比赛，看看国内比赛现场就知道，投篮、救火、拔河等，各支参赛队
的那些机器人何等相似。所以有些资深教育工作者戏称：文化课程上培养的是答题机
器人，创新活动上是培养的竞赛机器人。

要缓解或解决这些问题，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改变观念，把机器人教育回归到学生发
展的本源，一切从学生发展利益出发，跳出“机器人”这个被混淆的概念。理清机器人教
育的意义、目标、方式等。

　 　 二、创新能力与智能机器

机器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什么是创新呢？创新是指：
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
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元
素、路径、环境，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②。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
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那么，创新能力的培养只有学习机器人一条途径吗？根据笔
者从事教学活动和创新（机器人）活动的经验，提出“智能机器”课程概念，源于机器人
超越机器人，或许可以走出胡同，也为机器人教育带来一些变化。

智能机器，即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利用现有知识与技术，被设计并制造（改造）出来
解决问题的机器。具体来说，有以下特点：
１． 现实性。既然是针对具体问题的，那么就和学生的学习生活紧密结合，解决的问

题也来源于学生生活实际，更容易感受到机器的魅力和激发创新的动力。比较如解决
一次活动中抽奖的问题、一个环保宣传机器等。
２． 全面性。和机器人教育的综合性不同，智能机器的学习不仅仅是指学科知识的

综合，也不仅仅是指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全面，而是指人的全面发展，如认识、
情感、思想、交流与合作、表达与创新等。所以，智能机器是对具体问题解决的整体、全
面设计。
３． 创造性。创造性由创造性意识、创造性思维过程和创造性活动三部分组成。其

中创造性思维是其核心，当创造性思维体现在行为上，就说明他具有创新精神或创新能
力。在我给出的智能机器定义中，“问题”即产生创造性意识，“设计”即指创造性思维，
“制造”即指创造性活动。我们常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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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设计了改革开放的总目标、设计了达成目标的具体路径、政策方针等，把国家机
器改造为带领中国人民奔小康的“智能机器”。
４． 多样性。在基础教育领域，智能机器应是多样的，这是由问题解决方法的多样性

来决定的。机器人可以是人形机器人，也可以是小车，也可能是一个小程序，如聊天机
器人等。因此，智能机器之所以不称为机器人，更多原因是它本身很少以人形形态出
来，而是解决问题的软件、设备、电脑或机器狗等，就像手机安装某种软件，使手机变成
有特定功能的机器。

从智能机器教育的特点来看，完全秉承了机器人教育的目标，发展了机器人教育的
理念，使创新教育的道路变得更宽广。２０１３年以来，以智能机器为理念的教育试点也在
某些地区展开，如温州中学的《互动媒体》课程、常州天宁区的《ＳＴＥＡＭ课程》等。

　 　 三、Ｓｃｒａｔｃｈ支持下的智能机器教育

Ｓｃｒａｔｃｈ作为青少年编程语言已经被广泛使用和认可，而且已经在陕西省、江苏省信
息技术教材中推广，在发达地区也有很多学校把它纳入了常态的校本课程，相比其它可
视化机器人编程语言来讲，普及程度的优势不言而喻，Ｓｃｒａｔｃｈ可以让学生快速进入智能
机器课程体系中。下面就以Ｓｃｒａｔｃｈ为例，探索智能机器教育。
１． Ｓｃｒａｔｃｈ ＋ ＭａｋｅＢｌｏｃｋ（Ａｒｄｕｉｎｏ）：智能风扇
问题：房间温度大于２８度时，启动风扇；２８度及以下时关闭风扇。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很多，也可以用机器人的方式完成，采用Ｓｃｒａｔｃｈ、ａｒｄｕｉｎｏ结合

的方式可以大量降低成本，惠及更多学生。在试点的过程中，学生思维活跃，大致为两
种解决方案：一是给风扇按一个大脑，自己判断开和关，把风扇看作为机器；二是把电脑
当作智能机器，向风扇发送开关命令。不论是哪种方案，或是第三种方案（自己做一个
风扇），教师可积极引导学生思考：如果感知温度？感知的温度用什么表示？和风扇如
何通讯？最终发展为学生个性化创造活动。方案不同，路径不同，机器不同。
２． Ｓｃｒａｔｃｈ ＋ ＰｃＤｕｉｎｏ：跑马灯
问题：班级国庆联欢会，为黑板四周挂上跑马灯。
跑马灯是有规律闪烁的小灯珠，设计什么规律、设计多少种规律，可以看作是数学

思维，如何控制这些规律，是顺序控制，还是选择控制，如果是选择控制，是电脑选择还
是手动选择？如果是电脑选择是随机选择还是根据不同的情景来选择？通过几个追
问，设计就多样化了，也更复杂化了。ＰｃＤｕｉｎｏ的优点就是接上移动电源可以当一台电
脑使用，接上声音传感器，可根据声音大小来选择不同的跑马灯。

以上仅是智能机器教育领域的冰山一角，智能机器的宝藏正待广大师生共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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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点情况来看，智能机器投入费用极低，教师氛围好，学生展示交流（竞赛）平台丰富
且单纯，社会反响较好。我们相信智能机器教育以其趣味性、现实性、全面性、创造性和
多样性等特点深受广大中小学生的喜爱，在基础教育未来的发展中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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