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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科技教育理念的更新，我国中小学生的科技活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从内容上看，日益从单纯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转向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关注；从
形式上看，日益从传授和训练类活动转向体验和探索类的活动；从途径上看，日益从课内外、校内外
相互割裂的状况转向课内外和校内外相结合。
这些转变对全面提高我国青少年的科学素养，使他们尽快成长为适应知识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具有
重要的意义。
然而，以上转变的实现还受到科普和科技教育资源缺乏以及高水平师资力量短缺的制约。
在资源方面，我国中小学校的科技活动长期采用“师傅带徒弟”的经验主义模式，缺乏系统的学习内
容，也没有规范的教学指导用书和配套的工具器材；在师资力量方面，我国还缺乏一支专业化的科技
活动教师队伍，绝大部分科学学科的教师只是关注知识的传授和训练，忽视科学方法和技术创造能力
的培养。
　　值得欣慰的是，在一些办学条件较好和办学理念先进的学校中，在以科技教育为重点的校外科技
教育机构中，活跃着一批长期致力于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科技活动的科技辅导教师。
他们是特定科技项目的“发烧友”，每个人都有令人叹服的独门绝活；他们是学生科技活动的“引路
人”，每个人都有技艺超群的得意门生。
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科技辅导教师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体育美育处在科技教育新理念的指导下，组织北京市校外教育单位和中小学长期从事科技活动辅导
的优秀教师、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工艺师等，对当前中小学校开展的各种科技活动项目进行
了细致的分析和梳理，编写了这套《新科学探索丛书》。
　　这是一套适用于中小学生开展科技活动的新型科普图书，包括神秘的宇宙、航天圆梦、地球探秘
、奇妙的生物、电子控制技术、创新设计、生活万花筒、模型总动员等8个系列，每个系列将推出5
～10个分册。
每个分册约包含12～20个课题，可用于一个学期的中小学科技活动选修课教学。
为满足科技活动课教学的需要，每个课题都以教学设计的形式编写，包括引言、阅读与思考、实践与
思考、检测与评估、资料与信息五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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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近机器人：发展篇》的内容设计符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由浅入深，从简单的机械搭建，到
结构和机械的基础知识，再到机器人的简单制作，可作为小学生机器人学习的教学材料。
《走近机器人：发展篇》的教学目标可分为三个维度。
　　知识技能　　了解机器人的基础知识、产生背景，机器人研究和应用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知道机器人的组成、工作原理及机器人传感器的相关知识。
通过实例了解什么是程序，并能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操作教学机器人，编写简单的程序控制机器人
完成简单的任务，如机器人行走、唱歌、避障等。
了解机器人给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通过实际操作，体会机器人的工作原理。
在动手操作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综合运用知识技能的能力，形成图形化的思维过程。
通过实践活动，了解通信技术和传感技术在其中的应用，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
　　态度情感　　培养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机器人的兴趣。
　　《走近机器人：发展篇》每单元分为“阅读与思考”“实践与思考⋯检测与评估”“资料与信息
”“提示与答案”五个部分。
这五个部分可以很好地引导学习联系实际，构建知识体系，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加深理解，是一个科学
的动手做的学习过程。
　　《走近机器人：发展篇》的编写单位是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
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是北京市最早一家拥有区级学生机器人活动的校外机构，该馆每年举办的机器人
创意竞赛活动在全区青少年中具有广范的基础。
现在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还在继续与大学研究机构合作制作和设计更新的适合各个年龄特点的机器人
展品。
　　为了使《走近机器人：发展篇》内容更丰富、形式更活泼，书中采用了一些珍贵的图片，由于种
种原因，我们没能与部分图片的著作权人及时联系上，恳请各位见书后能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依照国
家的有关规定及时付酬。
在此也特别感谢各位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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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对齿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齿轮技术得到高速发展。
1733年法国数学家卡米发表了齿廓啮合基本定律；1765年瑞士数学家欧拉建议采用渐开线作为齿廓曲
线。
19世纪出现的滚齿机和插齿机，解决了大量生产高精度齿轮的问题。
1900年，普福特为滚齿机装上差动装置，能在滚齿机上加工出斜齿轮，从此滚齿机滚切齿轮的技术得
到普及，展成法加工齿轮占据压倒性优势，渐开线齿轮成为应用最广的齿轮。
　　1899年，拉舍最先实施了变位齿轮的方案。
变位齿轮不仅能避免轮齿根切，还可以凑配中心距和提高齿轮的承载能力。
1923年，美国的怀尔德哈伯最先提出了圆弧齿廓的齿轮，1955年，苏联的诺维科夫对圆弧齿轮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圆弧齿轮得以应用于生产。
这种齿轮的承载能力和效率都较高，但尚不及渐开线齿轮易于制造，有待进一步改进。
　　齿轮一般由轮齿、齿槽、端面、法面、齿顶圆、齿根圆、基圆、分度圆组成。
轮齿简称齿，是齿轮上每一个用于啮合的凸起部分，这些凸起部分一般呈辐射状排列，配对齿轮上的
轮齿互相接触，可使齿轮持续啮合运转；齿槽是齿轮上两个相邻轮齿之间的空间；端面是圆柱齿轮或
圆柱蜗杆上垂直于齿轮或蜗杆轴线的平面；法面指的是垂直于轮齿齿线的平面；齿顶圆是指齿顶端所
在的圆；齿根圆是指槽底所在的圆；基圆是形成渐开线的发生线作纯滚动的圆；分度圆是在端面内计
算齿轮几何尺寸的基准圆。
　　齿轮可按齿形、齿轮外形、齿线形状、轮齿所在的表面和制造方法等来分类。
齿轮的齿形包括齿廓曲线、压力角、齿高和变位。
渐开线齿轮较容易制造，因此在现代使用的齿轮中，渐开线齿轮占大多数，而摆线齿轮和圆弧齿轮应
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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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创新设计　　每个人都对机器人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神奇幻想。
《走近机器人：基础篇》结合小学生的学习特点，融合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的科学方法，讲解机器人
、机械的基础知识，和大家一起进行简单机器人的制作，并引导学生联系、建构知识网络，促进反思
思维的形成。
你想亲手制作一个人机器人吗？
赶快翻开这本机器人的入门教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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