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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文献与观察，得出我国小学机器人教育在国家标准、教

学方法、设备上存在着一定不足，相应提出以下 4 个具有针对性的改进

措施：做好课程设计、展开教学研究、加强教师培训、建立教育机器人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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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与自身经验，析出我国小学机器人教
育现状如下。 

1.我国小学机器人教育的现状 
1.1 开办机器人教育困难重重 
早在 2000 年我国便已有小学开办机器人教育，然而至今为

止不仅小学机器人教育课程尚处于实践阶段，实施机器人教育的
小学也相当的少。在开办了机器人教育课程的小学里，机器人教
育绝大多数情况下以竞赛或兴趣小组的模式展开。在竞赛模式
中，只有被选定的学生与教师才能参与其中，这部分人数相比全
体学生而言少之又少；在兴趣小组模式中，多人共用一台设备，
能接触到机器人的教师与学生仍然很少。总之，我国的小学机器
人教育的课程普及率与教资普及率都非常低。 

相关调查显示，有这么几个因素阻碍了机器人教育的创设：
1.机器人价格过高，学校缺乏支撑机器人教育的经济能力。2.机
器人教育正处于探索阶段，国家缺乏相应匹配政策指导与课程标
准。 

1.2 教学具有特殊性 
机器人教育对学生的自制力、学习能力、创造能力等自身能

力具有较高要求，因而目前开设机器人教育的小学大多以四年
级、五年级为开课起点。对于小学机器人教育而言，以初期兴趣、
思维等方面的培养为主，因而小学的机器人教育课时较少，往往
每周一课时。 

机器人教育在我国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中，因而教学缺乏经
验积累，尚未总结出具有普适规律的教学方法，国家也缺少配套
政策指引与课程标准。因此在小学的机器人教育中，教材质量参
差不齐，且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机器人教育的情况 为普
遍。须知机器人教育要培养的是创新合作能力、思维能力，且机
器人教学特点极其鲜明，使用传统方法往往不能起到良好效用。 

1.3 学生兴趣较强 
小学生普遍对机器人抱有非常强烈的兴趣，这一点毋庸置

疑。但与喜欢信息技术课程不同，通过调查得知，学生们之所以
喜欢机器人课程，主要是为了自行编写程序调试机器人，或是进
行机器人的硬件组装、探究其功能。简言之，学生们喜欢机器人，
是基于创造、创新的意愿；而学生喜欢信息技术，往往带有娱乐
的意味。 

1.4 教育机器人市场初创 
目前市场占有率较高的教育机器人品牌有乐高、中鸣、纳英

特、紫光、诺宝与开源机器人。其中乐高机器人与开源机器人的
好评率 高，为 100%。通过调查发现，乐高与开源机器人广受
好评的因素有：质量较好的配套教材、丰富的套件配件、接口与
组件的设计较好、套件材质好、编程环境易于使用。但开源机器
人的成本为以上品牌中 低，仅需 500 元便能组齐一套。而乐高
机器人相对成本较高，且乐高机器人往往需要专门的机器人实验
室进行教学。 

2.我国小学机器人教育现状的针对性建议 
2.1 做好课程设计 
如果一味依赖竞赛或兴趣小组的方式进行小学机器人的教

育，那么机器人教育永远都只能是一种小众的教育，长此以往不
利于机器人相关产业的发展。 

机器人要在各地小学中普及开来，必须先有国家牵头将其纳
入教学纲要之中，既要保证机器人教育在教育体系（小学、初中、
高中）中是连贯的，又要保证机器人教育与程序设计、物理、数

学、通用技术等课程是具有密切联系的。 
2.2 展开教学研究 
小学是宝贵的教育阶段，其教学资源有限，教学科目的选择

也是有限的，因此只有价值较高、具有一定对应性的课程，才能
被学校纳入授课体系之中。因此对小学的机器人教学研究的首要
任务是对于机器人教育的价值的研究。 

有研究称，机器人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合作、交流、社会
和跨文化等在 21 世纪的社会背景下颇为重要的能力。有研究称，
机器人课程可以对学生关于编程、数学方面的学习起到较好的帮
助作用。 

2.3 加强教师培训 
客观的说，机器人课程涉及到了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

多门相关课程的知识，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同时机器人教育附
带的创新创造意味使其成为了创客教育的主要教育基地。因此教
师也应当具有以上科目知识的综合性能力，并在教师自身的创造
力的指引下将其统筹合一。 

然而罕有机器人教育方面的专业培养训练，难以有合用的小
学机器人教育的师资人才，小学机器人教育便不会出现较好的整
体教学情况，难以提高教学水平。因此相关高校与基层教育部门、
相关企业应当提供专业的机器人教师培训。 

2.4 建立教育机器人标准 
机器人教学建立在机器人设备的基础上，而在当下的市场

中，不同品牌的教育机器人的控制芯片、传感器与数据接口皆有
较大差异，不仅外观各异，且技术与功能标准均不一致，相应的
具有普适性的好的机器人教育教材便难以出世。 

因此应当对教育机器人建立统一标准，质量检测合格后方能
进入市场。但须注意，在建立标准的同时应当为机器人各方面的
多元发展留有足够空间，以免妨碍教育机器人的创新与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的小学机器人教育尚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
广大学界同仁戮力同心，通力合作，使机器人教育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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