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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客教育的初中机器人竞赛课程研究
胡永红

（济宁市第三中学，山东 济宁 272000）

摘要：自 2015 年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后，创客教育在中小学教育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创客教育在初中信息技术教

学中的应用有诸多优势，其能将学生的创意变为现实，使学生脱离书本的束缚思考新的知识。本文就基于创客教育的初中机器人竞赛展

开论述，以期为更多教育工作者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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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客教育的内涵

创客是一种新型的教育理念，其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使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创意变成现实。从其教育目标来看，其

侧重于将学生培养成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可以说，创客教育从

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教育内容，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机

器人竞赛中引入该理念能够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于其今后的发

展大有裨益。

二、基于创客教育的竞赛机器人设计

（一）可行性分析

初中生是一类特殊群体，其对待新鲜事物的好奇心比较强，

但又不持久。面向该类群体的信息技术教学可以引入比赛，以此

为基础进行机器人活动设计，能够从根本上革除初中生学习兴趣

不高的弊端。早在 2015 年中国就开展了青少年机器人设计竞赛，

鼓励初中生积极涌入设计热潮，从根本上调动其学习主动性。在

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依托创课教育之力开展机器人竞赛课程有实

践意义，能够使课堂化为一潭“活”水。

（二）活动流程

教师要明确活动设计目标，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做学生的引导

者，恢复学生的主体地位，提升课程教学实效。以史密斯·雷根

教学为例，将整个比赛流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分析（分析初中生

心理及学习特征）、活动设计（核心内容，主要考察学生的实践

操作能力）与评价阶段（检验设计方案是否合理）。

1. 活动分析

首先，教师在活动开始之前要客观评价初中生的学习情况，

也可通过简单的测试了解其知识基础、学习方式以及认知情况。

其次，教师要给学生讲述比赛规则，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培养

学生的规则意识。在此基础上，教师还要鼓励学生构思机器人设

计方案，然后设计程序，最后让学生讨论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共同解决问题然后再进行初步检验，在此基础上进行模拟实验，

如发现问题再次解决，解决完问题后再参加比赛，最后教师评价

最后的成果。

2. 活动设计

首先，教师在活动开始之前要客观评价初中生的学习情况，

也可通过简单的测试了解其知识基础、学习方式以及认知情况。

其次，教师要给学生讲述比赛规则，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培养

学生的规则意识。在此基础上，教师还要鼓励学生构思机器人设

计方案，然后设计程序，最后让学生讨论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共同解决问题然后再进行初步检验，紧接着进行模拟实验，如发

现问题再次解决，解决完问题后再参加比赛，最后教师评价最后

的成果。

活动设计过程中，教师要明确自身地位，教师的主要工作为

组织头脑风暴，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设计想法，并收集其他同学

的好的建议。学生主要针对如何搭建契合比赛需求的机器人和程

序设计为核心进行讨论，在此过程中教师要恢复其主体地位。对

于部分没有思路的学生，教师可引导学生细化任务分配，达成一

个个小目标，最终完成整体目标。在程序设计过程中，教师要让

学生集思广益，共同找到解决方法。

学生的头脑风暴结束后，教师要让学生检查自己的程序设计

是否合理，可让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检验，同时还要明确各个小

组成员的任务。为了提升程序设计实效，教师还可将两组划分为

两个部分，即技术组与程序组，前者侧重于机器人搭建，后者更

加侧重于程序设计。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技术小组主要负责检验设计方案是否可

行，在此基础上将整个项目分为若干小目标，最后形成完整的程序。

活动开始之前两组可以保持独立状态，后期两组要进行深度交流，

共同探究机器人搭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由程序小组负责更改程

序设计，技术小组对机器人进行局部改进，提高整体设计质量。

整个活动设计过程中模拟实验起关键作用，其能检验整个程

序设计是否合理，程序组在设计过程中可借该实验之便，调整相

应的参数，通过协调两组工作共同完成程序检验。

3. 总结评价

教师在评价过程中要采取多元化评价模式，如针对头脑风暴

这一环节的讨论，可从学生分工情况、是否了解比赛规则、是否

参与讨论、是否针对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提出意见等。同时，教师

也可从学生程序编写参与情况、方案检验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价，

使学生正确看待自己的能力，设计出优质的作品。

三、结语

创客理念与初中信息技术融合为大势所趋，其能为机器人竞

赛提供必要的支持，同时还能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其多方

面的学习能力。对此，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以创客教育理念

为指导思想，引导学生自己设计程序并安装机器人，培养其创新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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