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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学会“烛光义教” 
现代科技教育机器人技术初级课程标准 

中国电子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 

V 1.0 

 

 

 

 

 

前言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和科技创新飞速发展，传播科学知识、宣传

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推动信息技术和智能技

术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中，成为提升我国公

民科学素质的重要内容。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引导社会

科普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倾斜，加大科学教育活动和资源向农村

倾斜力度，推进信息技术与科学教育深度融合，中国电子学会开展

了“烛光义教”系列科普公益教学活动。活动采用启发式、探究

式、开放式的教学方法，保护学生好奇心，激发求知欲和想象力，

因此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参与。 

为进一步规范“烛光义教”现代科技教育机器人普及课程内

容、方法、流程，提升科普工作的效率和效果，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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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情况 

(一) 课程名称：中国电子学会“烛光义教”现代科技教育机

器人技术初级课程 

(二) 课程时长：400 分钟～800 分钟（约 16课时） 

(三) 目标学生：乡村地区 10～16 岁中小学生 

(四) 文化程度：四年级到高一年级 

说明：本课程是为现代科技教育知识学习零基础的学生设置的，

课程设计可依据学生年龄背景和知识背景，对教学内容和难度做出适

当的调整。 

(五) 推荐后续课程：中国电子学会全国青少年机器人技术等

级相关课程 

二、课程设计理念及思路 

以机器人教育、创客教育、STEAM 等教育形式构成的现代教育体

系，充分地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通过知识学习与动手实践让

孩子们学以致用，是开展信息技术教育的良好启蒙方式。 

为了让孩子更加直观地了解信息技术的原理和应用，本普及课

程主要以智能机器人小车为学习载体进行科学普及的课程。课程以教

师主导，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互动的方式，结合多种教学形式，引导

课程内容的展开。课程通过学生的学习过程，了解智能机器人是人工

智能的结晶，程序是智能机器人的灵魂。教学以移动智能机器人为学

习平台，以编程基本知识为学习主线，通过项目学习方式展开学习和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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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目标 

（一）使学生了解智能机器人这个学术前沿领域的发展和应用状况，

了解智能机器人的概念和工作方式，破除青少年对机器人的神秘感，

为进一步学习机器人的有关知识打下基础。 

（二）使学生掌握为一种智能机器人下载程序的方法，了解智能机器

人的各种传感器和执行装置的作用。理解、体会程序是智能机器人的

灵魂，了解机器人是怎样在人的指挥下工作的。    

（三）学习为一种智能机器人编写程序，通过为机器人编写程序学到

科学而高效的思维方式，提高逻辑思维能力、规划能力，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通过完成项目任务，使学生在搭建机器人的过程中学习有关方

面的知识，在组装机器人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协作能力和

创造能力。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情感教育和独立

人格意识，注重问题的前后呼应，注重对国家、社会、生活和自我发

展的思考，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另外在给不同学校、

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时，注重根据不同情况，随时调整教学内容、教

学深度和教学难度。 

 

四、教学内容及课程安排 

（一）课程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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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序 主题 知识要点 

第一单元 初次相识 

第 1 课 机器智能 了解智能机器人。 

第 2 课 智能伙伴 认识机器人的硬件，搭建机器人小车。 

第 3 课 勇敢前行 机器人的编程环境和程序的顺序结构 

第 4 课 循环往复 程序的循环结构 

第二单元 感知世界 

第 5 课 知难而进 红外传感器和程序的条件循环控制 

第 6 课 避障前行 程序的选择结构和关系判断 

第 7 课 崖边行走 程序中的逻辑判断 

第 8 课 循迹而行 循迹行走策略 

第三单元 智慧非凡 

第 9 课 遥控千里 遥控器的设置 

第 10 课 智闯迷宫 左手规则和走迷宫策略 

第 11 课 智行崖边 避崖行和沿边走 

第 12 课 智能驾驶 导航策略 

 

（二）前两个单元教学设计 双向细目： 

第一单元 初次相识 

第 1 课：机器智能 

第 

1 

课 

活动内容 知识内容 目标水平 

机器人的发展简介 我认识的智能机器人 认识、了解智能机器人，

了解机器人学习与人工智

能学习的关系，了解普及

课程学习与参加比赛的关

系，了解比赛规则。 

什么是智能机器人 思维功能、执行动作功能、感觉功能 

了解赛事 赛事规则 

学习与参赛 机器人普及与参加比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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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智能伙伴 —— 认识机器人的硬件，搭建机器人小车 

 

第 

2 

课 

活动内容 知识内容 目标水平 

搭建小车机器人 小车的结构 在搭建机器人小车的过程

中，了解智能车结构，熟

悉机器人部件功能。  

主控器与部件的连接 部件简介 

控制器 功能简介 

DIY：搭建智能小车 结构搭建技巧 

 

第 3 课：勇敢前行 —— 机器人的编程环境和程序的顺序结构 

第 

3 

课 

活动内容 知识内容 目标水平 

机器人简介 智能机器人简介 了解机器人发展，学习电

机的基本操作，思考电机

转向和速度对行车走向的

影响，知道什么是程序的

基本结构。  

编程界面 了解编程界面功能 

控制器和电机的使用 控制器和电机及其它项目器件介绍 

生活中的程序问题 程序概念的一般描述 

编写简单程序 程序的顺序结构 

编程、调试的一般方法 编译和程序上传 

DIY：直行、左转 90° 循环控制的必要性 

 

第 4 课： 循环往复 —— 机器人小车的行走和程序的循环结构 

第 

4 

课 

活动内容 知识内容 目标水平 

走正方形 分别调试直行和转向程序，合成走正方形程序 通过让机器人走四边形、

多边形、绕标的任务，学

习多次循环的程序控制，

体会机器人车的行走规

律。 

函数 函数的设置方法和必要性 

用循环方法走四边形 程序的循环结构（多次循环控制） 

走圆形 小车转弯半径与两轮转弯速度之差的关系 

走半圆形 速度一定时行走时间与行走距离之间的关系 

DIY：绕标赛 机器人走弧线的规律 

 

第二单元 感知世界 

第 5 课：知难而进 ——红外传感器和程序的条件循环控制 

第 

5 

课 

活动内容 知识内容 目标水平 

安装红外传感器 红外传感器 通过机器人障碍停等任

务，体会红外传感器的应

用，学习程序条件循环控

制。 

发现障碍停 程序的条件循环控制和关系运算 

发现障碍停，无障碍行 程序的永远循环（循环条件永远为真） 

DIY：左右摇摆的机器人 条件循环和永远循环的综合运用 

 

第 6 课：避障前行 ——程序的选择结构 

第 

6 

课 

活动内容 知识内容 目标水平 

红外测距传感器 调整超声波测距传感器的位置 了解红外测距传感器的工

作原理，学会函数的设置

和应用，能用程序的选择

结构编写程序。 

红外测距传感器检测 串口监视器的标准位置输出 

即停即走 策略分析 

行走函数的应用 函数的设置与调用 

避障自由行 程序的选择结构 

DIY：即停即走避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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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课：崖边行走 —— 程序中的逻辑判断 

第 

7 

课 

 

活动内容 知识内容 目标水平 

避崖行走 避崖行走的策略 学习程序的多重判断和逻

辑判断，能用逻辑表达式

编写基本应用程序。 

避崖行走随机转向 随机数模块 

DIY：避崖避障行走 逻辑判断 

 

第 8 课：循迹而行 ——循迹行走策略 

第 

8 

课 

 

活动内容 知识内容 目标水平 

循线行走 单传感器循线策略 了解循线的编程策略，能

用基本的传感器编写机器

人的应用程序，在有限数

量传感器的基础上完成机

器人任务。 

双传感器循线行走 循线行走的策略分析 

程序中的变量 变量的概念和变量的声明 

DIY：循线行时遇到障碍停  

说明： 

1、注意演示安全 

2、计算机中需要安装教学机器人配套的编程软件 

3、前两个部分为基础内容，建议按照以上的教学设计开展，

第三部分的课程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不同器材的特点灵活

开展，这里不做具体要求 

五、课程实施建议 

(一) 师资条件  

1. 教师最好是信息技术老师或有科技背景的老师，建议经

过中国电子学会“烛光义教”专项培训 

2. 教师需提前 15 分钟进入教室做课前准备 

(二) 教室要求  

1. 电脑：教师用台式电脑（或授课教师自带笔记本电脑） 

2. 投影：电脑连接投影仪（或电子白板、LED 大屏） 

3. 电源：220V电源接口 



 

 7 / 7 
 

4. 灯光：室内自然光 

5. 面积：约 50～80 ㎡ 

说明：大班形式下，教室要求也可以根据学生人数确定。 

(三) 学生要求 

建议同年级学生 40个左右，认知水平更加接近，便于授课。 

六、课后评价 

每次课完成之后，希望同学们认真思考，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

情况可以通过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来解决。在整个初级课程完成后，希

望每位同学可以写一篇以《我设计的机器人》为题目的小作文（500～

800 字），内容不限，请尽情发挥你的想像！另外，整个初级课程当

中老师可以通过手机记录完成情况比较好的学生的作品展示，总体表

现都很好的学生经老师推荐可免费参加中国电子学会的全国青少年

机器人技术等级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