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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为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的要求，扎实推

进学校体育的改革创新，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依托相关高校成立了足球、篮球、

排球、体操、游泳、田径和中华武术等七个项目联盟，以及体育教育、体育教学和机

器人教育等三个综合性教学改革联盟。联盟的组织形式是以专业院校为龙头，组织专

家进行教学研究，提出教学改革方案、制定教学指南，并团结带动若干所高中、初中

和小学进行教学、训练和比赛的综合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逐步在所有学校进行推广。

新世纪以来，全球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世界各国纷纷将发展教

育、开发人力资源作为重大国家战略，人才竞争空前激烈。机器人素质教育是体育与

教育的有机结合，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主张充分开发智慧潜能与

个性的全面发展，重视心理素质、创新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全国学校体育机器人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全国学校体育机器人联盟章程》

的有关规定，对联盟成员单位进行管理和促进机器人教育教学的规范、广泛、深入开展，

整合、优化全国机器人教育资源，创建各级各类学校机器人教育教学统筹联动的运行

机制，形成推动普及机器人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强大合力，实现基于机器人运动的素质

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相互促进、整体提升。遵循教育规律和机器人运

动项目特点，围绕青少年体育教学、课外活动、成果展示及师资培养、培训等方面进行

系统研究，并积极组织实施，大力提高学校体育工作科学化水平，旨在提高全民族素质。

由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机器人工作委员会教材编审部编写的小学、中学机器人学系

列教材，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

融合了素质教育的基本特点。小学、中学机器人学系列教材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质

为根本目的，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主动精神，以人的性格为基础，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

注重形成以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把握了广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动手动脑

能力和理论联系实践、实践创造理论的能力。

小学、中学机器人学系列教材的出版发行，实现了《全国学校体育机器人联盟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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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组织联盟成员单位对机器人教学、实践和竞赛进行顶层设计，开发课程资源，

开展各类机器人竞赛活动，进行学习成果认证和学分互认，共建基于机器人运动的素

质教育课程学分银行，为全国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机器人学习资源和学习服务，

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同时，实现了积极推进机器人运动专兼职教师队伍发展和业务

培训，打造专业骨干队伍；建立各省市机器人教育专家资源库，为各地机器人运动教

学与培训工作提供专业服务。

2014 年 6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

十二次院士大会上郑重提出：“机器人革命”有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切入点

和重要增长点，将影响全球制造业格局，而且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国

际机器人联合会预测，“机器人革命”将创造数万亿美元的市场。由于大数据、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3D 打印、人工智能

迅猛发展，制造机器人的软硬件技术日趋成熟，成本不断降低，性能不断提升，军用

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家政服务机器人已经成为现实，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已具有

相当程度的自主思维和学习能力。国际上有舆论认为，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

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机

器人主要制造商和国家纷纷加紧布局，抢占技术和市场制高点。看到这里，我就在想，

我国将成为机器人的最大市场，但我们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能不能应对这场竞争 ? 我们

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这样的新技术新领

域还很多，我们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重心长，发人深思。审时度势需要人才，全盘考虑需要人才，

抓紧谋划需要人才，扎实推进更需要人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只有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人才，打造大批一流的人才，才能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升发展

的质量，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小学、中学机器人学系列教材

的出版，以及由此在中小学开展的机器人实践活动，将是最最基础性的工作，值得鼓

励和大力支持。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　王登峰

2015 年 10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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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认识机器人

美国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中的机器人“大白”憨态可掬，它是理想的医疗

护理专家；日本科幻动画片《哆啦 A 梦》中的猫型机器人与人类是很好的朋友；漫

画及电影《变形金刚》中的汽车机器人为了拯救人类与邪恶力量抗衡……接触过这些

机器人的你，是否对机器人产生过好奇？

你知道什么是机器人吗？

机器人能做什么呢？

机器人能和你成为
很好的朋友吗？

机器人送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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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乐队

现在，请带着你的想象力一同走进机器人的神奇世界吧！

机器人能为人类的生活
带来哪些改变？

我想了解一下
机器人！

好啊，让我们一
起走进机器人的
奇妙世界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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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什么是机器人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型号、各种功能的机器人在世界各地相继“诞生”

了。但这些机器人能干什么呢？

在工厂，机器人有着非凡的用武之地。它们忙着焊接、油漆、给汽车装配、给飞

机钻孔、采煤、搬运等，勤劳的身影无处不在。

在农村，机器人种植庄稼、灌溉田地、收获粮食、植树造林、采摘水果、喂奶牛、

挤牛奶……它们披星戴月，不怕吃苦，大显身手。

呆萌可爱的机
器人“大白”。

爱
吃
铜
锣
烧
的

猫
型
机
器
人
。

你见过机器人吗？在你的心目中，机器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工
业
机
器
人
装
配
汽
车
。

讨论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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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茫茫宇宙，机器人第一个登上月球，揭开了月球神秘的面纱；继而又飞上火星，

探测火星上是否有生命迹象存在。

在浩瀚的海洋，机器人寻找宝藏、勘探石油，驰骋万里，上下求索，成为人类开

发海洋的主力军。

农
业
机
器
人
种
植
作
物
。

机器人上天探月。

机器人入海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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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机器人是大家的好助手。它们才华横溢，机灵精巧，

能歌善舞，能说会道。有的成为棋坛冠军、书画大师、体育能人；有的成为医学专家、

手术医生、护士小姐。

了解完了机器人能干什么，下面就给机器人下个定义吧。

（一）机器人的定义

一般来说，机器人（Robot）是一种靠自身动力和控制能力来实现各种功能的机器，

或者说是一种具有高度灵活性和一定“智力”的自动化机器，具备一些与人或者生物

相似的智力，如感知能力、动作能力、规划能力等。

联合国标准化组织采纳了美国机器人协会给机器人下的定义：一种可编程和多功

能的操作机，或是为了执行不同的任务而具有可用电脑改变和可编程动作的专门系统。

快来坐机器人拉的
黄包车啊！

机器人具有感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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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有三个基本特征

大脑：自动控制的程序。

身体：一定的结构形态。

动作：具有完成一定动作的能力。

汽车机器人

在科技界，科学家会给每一个科技术语一个明确的定义，机器人问

世已有几十年，但对机器人的定义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

一个统一的意见。原因之一是机器人还在发展，新的机型、新的功

能不断涌现。根本原因是机器人涉及了“人”的概念，成为一个难

以回答的哲学问题。

目前，国际上对机器人的概念已经逐渐趋近一致，其定义如上所述。

机器人能为人类带来许多方便。

想一想

知 识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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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剧本《罗萨姆的万能机器人》在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上演

并引起轰动。剧中叙述了一个叫罗萨姆的公司把机器人作为人类生

产的工业品推向市场，让它充当劳动力代替人类劳动的故事。剧中

的劳工机器人，具有人类一样的外表和肌体，但没有思想和灵魂，

只会日复一日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这部舞台剧很快风靡整个西方世界，1922 年引入美国，仅在纽约就

连续上演了 184 场。1923 年又进入伦敦的剧院。

真正让这部剧作和他的作者流芳百世的，还是剧中对机器人的称谓，

即“Robota”。这个词在捷克语中的本意是“奴隶”，而到了英语

中则被翻译成了“Robot”，此后便成为了指代机器人的专有名词。

（二）“机器人”一词的起源

1920 年，在前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卡雷尔 • 卡佩克发表的科幻剧本——《罗萨姆的

万能机器人》中，将机器人称为“Robot”，该词原意是“强制性劳动”或“奴隶”。

罗萨姆的万能机器人

知 识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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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发展史

1. 古代机器人

已经有 3000 多年的
历史了！

人们对机器人的
幻想与追求有多
少年了？

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
亮成功地创造出了“木牛
流马”，并用其运送军粮，
支援前方战争。

机器人的出现是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探索，是对生产生

活、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的创新。尽管“机器人”一词是在近代

出现的，但是人们对机器人的幻想与追求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通过当时的技术与各种条件，发挥着想象，

不断制造出各种用途的机器人。人类希望制造一种像人一样的机

器，以便代替人类完成各种工作。

西周时期，我国的能工巧匠偃师就研制出了能歌善舞的“伶人”，

这是我国最早记载的机器人。

知 识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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