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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乐高，让素养真发生——浅析乐高机器人提升小学

生信息素养的探究 
柏翠虹 

（扬州市梅岭小学花都汇校区） 

摘要：本文通过对乐高机器人的探究学习，关注学生思维发生，提升学生信息技术学习的综合运用能力，培养学生信息技术核
心素养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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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是一门涉及机械学、电子学、工程学、自动控制、计算

机、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综合性学科，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机器人教
育，对提升中小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乐高 EV3 机器人是一种融合了“学中玩，做中学”的理念,采用直
观的图形化的编程界面,能够很好地激活学生综合素质和核心素养
的培养。 

一、什么是信息技术素养 
根据省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纲要的内容，可以将信息学科核

心素养概括为：是学生在接受信息技术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信息
技术基本知识、动手能力和操作方法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强化信息
意识、激发开放式思维、培养数字化学习，以增强个体在信息社会
中的适应办与创新力，以及信息社会赋予的责任感教育。 

二、机器人激活学生信息素养的课堂需要 
把机器人引入到基础教育领域的教学活动中，不仅培养学生从

小对机器人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能激发其创新思维和创造意识的
发生。通过学校设置社团校本课程，开展了乐高机器人教学，尽管
开始时间不长，但在与学生的课堂教学与探究中，我对机器人课堂
教学有了一定的认识。 

1、机器人课堂教学离不开学生的兴趣 
都说“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伴随着互

联网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小学生，从小对计算机、手机等电子产品并
不陌生，传统的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如果再以一种“师者权威”的姿
态向学生“讲述”，一定会使之产生厌倦。处于这个年龄的小学生
都喜欢玩，乐高机器人主张“编玩边学”，它给学生带来的初步印
象就是一种可以“动”起来积木玩具。学生在通过自己的想像和动
手搭建，不知不觉中进行了创意与实践。这样把“知识”放到“玩”
中，让学生成为思考者，合作者，实践者，从探索、发现、体验和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知识，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获得情感体验，
并在实践和交流中享受到乐趣。 

2、机器人课堂教学离不开学生的好奇心与好胜心 
好奇心是创造思维的立足点，不仅蕴含创造事物的因素，还能

驱使学生观察，发现新鲜事物。在机器人的教学活动中。打破传统
课堂教学模式的限制，采用“授渔之技”，多提问学生“怎么办”“为
什么”等，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导他们自己去找解决方法。这样
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探究精神，启发了学生的思考问题的能力。另
一方面也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机器人激活学生信息素养的教学范式 
1、主题资源式。 
机器人的教学活动中，每次的活动开展都是围绕一个主题，比

如说让机器人实现跳芭蕾。在授课的时候，设计出能抓住学生兴趣
的主题来进行授课，通过生动形象的主题活动，组织学生进行探索
式学习，让学生动脑、动手并实践，积极合作，主动探究。 

2、任务驱动式 
“任务驱动”就是在学习信息技术的过程中，围绕一个共同的

任务活动中心，在强烈的问题动机的驱动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积
极主动应用，进行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任务驱动最根本的
特点是“以任务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机器人是一

门涉及机械学、自动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多门学科的知识，
在我的机器人的课堂教学中，每一节课都将所要学习的新知识放置
在一个或多个任务中，激发学生学习机器人的兴趣，以“机器人斗
牛士”为例，我在设置任务之前先通过让学生观看西班牙斗牛的视
频，观看完毕后先问学生斗牛是如何进攻的？学生会回答：遇到的
红色的就进攻，没有遇到红色就停止。然后给出本节课的任务——
要求设置一个颜色传感器，让“机器人公牛”能够辨认红色并全速
前进。当学生完成“机器人公牛”准确识别出红色的命令后并作出
进攻时，此时，让学生思考如何设计出一个三种或者三种以上颜色
的“机器人公牛”，并根据不同的颜色作出不同的动作。通过任务
层层推进的形式，由简单到复杂，把枯燥的机器人学习理论分解成
逐个可以达成的任务，学生一方面掌握了机器人的颜色传感器的工
作原理，另一方面为学生提供一个自我表现，自我提升的机会，从
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意识。 

3、团队合作式 
在整个社团的机器人教学中，我按照学生的学段不同，分别对

学生进行分组，3 年级学生刚刚启蒙计算机，基础弱，动手差，就
安排在 4，5 年级的学生中，每组 3 人，最终形成以高年级带动低
年级，低年级协助高年级的合作模式展开。小组的分工充分考虑到
每个学生的特长，将动手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等都考虑其中，每
小组安排一位组装员，一位记录员，一位程序调试员，每次课中的
任务，先由大家共同讨论分析，记录员记录交流结果，组装员搭建
必要的模块，然后小组成员共同编写程序，最后再由程序调试员进
行程序测试。这样的分组，有明确的分工，学生更乐于互助学习，
小组更具有凝聚力，增强了团队合作的意识。 

四、培养学生信息素养中的创新意识 
机器人进入信息技术课堂，不仅增添了学生学习信息技术课内

容，同时也为学生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拓展。利用机器人开展的创新
教学活动，是一种全新的信息技术综合教学平台。涉及到的知识广
泛，具有开放性，智能化，多形态等特性，在培养学生信息素养方
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学生根据要求或设想编写各种控制程序
时，需要依据预期效果进行反复测试。当达不到目标时，学生需要
学会分析原因，并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作出对程序进行反复
修改、调试和优化。直至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掌握机器人的基本知
识、基本构造、基本程序、的基础上，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学生可
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去创新设计、探索机器人的构造和实践应用，实
现自己的创意，提升信息素养。    

五、结束语 
乐高机器人以独特的学习理念、小组合作探究、安全环保的学

具、趣味性的比赛方式走进我们的课堂。它选用大小颗粒的拼插，
以及销和梁的连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分析解决问题、团队合作的能力。 

所以说机器人在培养学生信息素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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