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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设理化综合实验校本课程以来，校本课程建设已走过二十余
年历程。
这期间，学校在开设丰富的选修课程的基础上，相继开发了包括中学形体、中学心理、中学信息技术
在内的多门相对成熟的校本课程，出版了相应的校本教材。
这些教材的出版，推进了校本课程的建设，为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有效的载体。
2007年，北京市各高中校全面启动、实施新课程。
立足学校实际，我校将规范校本课程开发和建设确定为实施新课程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之一。
在开发校本课程的实践过程中，我们认为，首先，校本课程不在于数量多，关键是要符合学生的认知
规律，贴近学生个性化需求。
我们这次编印的校本教材，注重从不同深度和广度上满足不同兴趣爱好和不同发展层次学生的个性化
发展需求。
其次，在校本课程的主题选择上，不一味追求新、奇、高、深，而更注重与国家课程各学科紧密衔接
，在内容上作适度延伸和拓展。
第三，在校本课程教学目标的设定上，不在于让学生掌握多少具体的知识点，而着重为学生拓宽学科
视野，扩大知识面，创造条件，培养有兴趣和特长的学生进一步研究问题和深入挖掘学科知识的能力
。
最后，在使用校本教材的过程中，着力优化教与学的方式和评价方式，尊重和激发教师创造性的个性
劳动，强调教师与学生在思维和实践中进行更深入和更广泛的沟通与互动，从而实现教师的教学艺术
和学生的学习动力、学习效果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校本教材的编写是学校实施校本教研，形成学科教学特色的结晶。
我校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出比较成熟的校本课程，组织教师在业余时间编写校本教材
。
每一本校本教材的编写，都是在长时间开设选修课的基础上对课程内容进行重组、补充和完善，结集
而成；绝大多数课程形成了较为科学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评价方法；部分教材是在高水平的课题
引领下，总结实际教育教学的经验，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教材。
很多校本教材都是从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兴趣出发，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着力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一本严谨、科学而规范的校本教材，一定能更好地促进这一校本课程的建设，惠及更多的学生。
当看到这一本本凝聚教师心血和汗水的书稿，我的心中充满敬佩和感激，敬佩他们的激情、勇气、毅
力和智慧，感激他们为学生发展、学校发展无私的奉献和努力，更因为看到教师不断成长、学科特色
不断形成、课程文化不断丰富而欣喜和自豪。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器人结构与程序设计>>

内容概要

本书以乐高公司产品及其软件作为教学基础内容，介绍了中学生所用机器人的结构与程序控制的知识
。
由于乐高产品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开放性，可以为中学生的深入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考虑到学生们在学习要求上的差异，本书引入了一些扩展阅读的知识以及机器人在实验上应用的
案例，以使有兴趣的学生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收获。
　　本书适用于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机器人模块)教学，也可作为各学校、校外活动机构中开展机器人
教学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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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机器人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机器人已在工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军事、医疗、服务、娱乐等非工业领
域扩展。
在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智能机器人”的概念。
智能机器人是具有感知、思维和行动功能的机器，是机构学、自动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微电子
学、光学、通信技术、传感技术、仿生学等多种学科和技术的综合成果。
智能机器人可获取、处理和识别多种信息，自主地完成较为复杂的操作任务，比一般的工业机器人具
有更大的灵活性、机动性和更广泛的应用领域。
在核工业、水下、空间、农业、工程机械（地上和地下）、建筑、医用、救灾、排险、军事、服务、
娱乐等方面，可代替人完成各种工作。
同时，智能机器人作为自动化、信息化的装置与设备，完全可以进入网络世界，发挥更多、更大的作
用。
近几年机器人的发展有以下趋势。
①工业机器人的性能不断提高（高速度、高精度、高可靠性、便于操作和维修），而单机价格不断下
降，平均单机价格从1991年的10.3 万美元降至1997年的6.5 万美元。
②机械结构向模块化、可重构化发展。
例如关节模块中的伺服电机、减速机、检测系统三位一体化；由关节模块、连杆模块用重组方式构造
机器人整机；国外已有模块化装配机器人产品问世。
③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向基于PC的开放型控制器方向发展，便于标准化、网络化；器件采用模块化结
构，集成度高，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易操作性和可维修性。
④机器人中的传感器作用日益重要，除采用传统的位置、速度、加速度等传感器外，装配、焊接机器
人还应用了视觉、力觉等传感器，而遥控机器人则采用视觉、声觉、力觉、触觉等多传感器的融合技
术来进行环境建模及决策控制；多传感器融合配置技术在产品化系统中已有成熟应用。
⑤虚拟现实技术在机器人中的作用已从仿真、预演发展到用于过程控制，如使遥控机器人操作者产生
置身于远端作业环境中的感觉来操纵机器人。
⑥当代遥控机器人系统的发展特点不是追求全自治系统，而是致力于操作者与机器人的人机交互控制
，即遥控加局部自主系统构成完整的监控遥控操作系统，使智能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进入实用化阶段
。
美国发射到火星上的“索杰纳”机器人就是这种系统成功应用的最著名实例。
⑦机器人化机械开始兴起。
从1994年美国开发出“虚拟轴机床”以来，这种新型装置已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之一，各国纷纷探索
、开拓其实际应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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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器人结构与程序设计》是教育部“技术教育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组推荐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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