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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students, the artical explores the role of robot educa-
tion in cultivating this ability. It also introduces the measures taken in carrying out robot education by our national center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inic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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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分析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基本要求上，探讨了机器人教育在大学生创新和实践能

力培养中的作用。并对我院国家级电工电子试验示范中心在开展机器人教育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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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进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界的共识,实施

素质教育的重点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

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指出“进一步加强实践

教学,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教学

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

践能力具有特殊作用”。《湖北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和评审工作实施意见》要求“树立以学生为本,知

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和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验教学观念,建立有利于培养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验教学体系”。我院国

家级电工电子实验示范中心从申报之初就力争按文

件精神要求去做,在重视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培养方面积极探索从教育理念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等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 

2 机器人教育在培养大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

中的重要作用 

机器人教育[1]是指以机器人为主要教学内容或教

学工具而开展的教与学活动,这些活动是在具体实践的

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借助对学生创

新能力培养的独特优势迅速崛起。在学校课程中加强

机器人学科教育,使机器人知识得到了普及,也有利于 

提高全社会对机器人的认识,促进机器人在社会各领域

的应用。在机器人的应用中,存在着编程控制、管理维

护、人机关系等一系列有待处理的工作,只有操作者掌

握其原理、结构和操作技能,才能提高它的应用效能。

所以加强机器人教育是提高机器人应用水平的需要,也

有助于为机器人专业创建良好的环境,避免重模仿轻创

新,避免强调固有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学生创造性思维

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2.1 培养学生创新和实践的兴趣 

教育学家一直在探求如何开发学生智力的问题。

参与机器人制作是一项非常有效的引导,使他们对科学

产生兴趣,获得科普知识。机器人的使用面极为广泛,

在它的学习过程中,只有学生是直接参与者,老师只是

提供基本知识和信息的推动者。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学生在不满足现状的时候,在追求新的设计的时

候就要深入进行研究和实验,新的目标激励了学生的求

知欲，极大地激发了学习创新和实践的兴趣。 

2.2 培养学生创新和实践的意识 

创新意识是创造的前提和关键。有了意识才能抓

住机会,启动创新思维,获得创新成果。学校机器人的学

习环境不受传统教学环境的局限,强调自主式和开放式,

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尽量满足学生的表现欲望,

这对于营造一种创新氛围极其重要。学生在轻松的氛

围下发挥想象、大胆质疑,才能别出心裁、才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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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的教学与制作过程,正是锻炼意志、培养坚韧品

质、增强创新意识的过程。 

2.3 培养学生创新和实践的能力 

机器人的设计从方案制定到具体实施,全部过程由

学生独立完成,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转向主动,独立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自主选择知识,结合理论知识进行

实践操作。学生通过研究分析,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设计

机器人,通过不同算法去编程,极大地发挥个人潜能,培

养了学生的设计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跨专业学习的

综合创新能力,为创新教育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教材。 

3 我院在开展机器人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一些

措施 

机器人是一门跨专业，高度综合的新兴学科。它

综合应用了数学、力学、机械、电子、计算机、自动

控制、传感器、通信、人工智能等学科的最新成就，

是光机电一体化的典型产品，是一项不断完善、不断

深入的研究课题，也是大学生的兴奋点所在。“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更新教育观念、建立科学的适应社会发

展需要的教学计划、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教育改革

成功的关键。基于智能机器人的特点和优势，我院将

机器人教育作为了教育改革的切入点。 

3.1 创建机器人实验室 

对于大部分院校来说都有基础和专业实验室来完

成正常的实验教学，但是由于在校学生人数众多，实

验室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实验教学，很难满足优秀学

生在实验室中进行创新和实践活动。为了给优秀学生

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与研究的环境,展现他们创新能力

的舞台,我们就专门设立了机器人创新实验室,不承担

任何教学计划内的教学任务,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创造

自主研究性学习、独立思考的环境,提供发挥创新思维、

展示聪明才智的舞台。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纳入我院

电工电子试验示范中心的建设中。根据我院的实际情

况，本实验室制定了“两步走”的方案。先做“买”的，即

引进国内外成熟的硬件产品，编制自己开发的一些动

作和视觉等控制软件，完成预订的目标；最后，进行

自我设计开发机器人。 

3.2 机器人技术与专业课程结合 

现阶段，我国除了部分高等院校的极少数专业外，

大多数学校以前都没有接触过机器人。所以我们学院有

针对性的在专业课程的教授过程中加入机器人技术。 

1) 开设机器人基础知识课程，我们学院专门开设

了《机器人技术基础》课程，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对机 

器人技术能有个初步认识，提高他们的兴趣。 

2) 对专业课程教师进行培训，要求教师熟悉机器

人所涉及的相关知识，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掌握所授

课程在机器人制作中的应用。其次，根据课堂教学内

容适当引入机器人制作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加深对课本内容的理解掌握。最后，结合课程特点和

已有实验设备开发与机器人制作相关的实验项目，在

实验过程中培养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 

3) 将机器人引入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针对三、

四年级学生的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设计机器人制作

方案,以项目开发的形式让学生全面掌握所学知识,并

能灵活应用。 

3.3 举办校内机器人竞赛 

机器人比赛是一项很好的科技创新和实践能力培

养的活动,不仅易于激发兴趣,而且是综合了机械、电

气、信息、控制等多学科的知识的一项综合性训练。

在立题、分析策略、方案讨论,具体设计、零部件加工

制作、控制系统软硬件设计及提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等

方面都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学生们在研讨争论中,逐渐

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 ;在策略方案分析中 ,锻炼了思

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具体设计和安装调

试中,综合运用各门课程知识,提高了工程设计和工程

实施的安装能力。我们学院主要是大三、大四的学生

参加机器人比赛,而对低年级学生鼓励其参与、学习,

使学生通过参与机器人方案的选择,机器人的设计和制

作,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同时也能有效地保持团

队组织形式和各类研制经验的延续性。从我院举办的

机器人比赛中发现,同学们对机器人比赛兴趣非常高,

参与意识强烈,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和学习气氛,

调动了学生们把注意力从网络游戏、过度交友转化到

科技制作和学术交流上来,促使更多学生在创作过程中,

激发努力学习理论基础知识、拓宽专业知识面、锻炼

工作能力的兴趣和劲头上面。这种比赛所带给同学们

参与的积极性是其它很多项目所达不到的。这对于进

一步推动我校的机器人教育和创新素质培养无疑是一

个良好的开端。 

4 结论 

实践是创新的基础,鼓励创新和重视实践是创新教

育的关键。机器人教育这一平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

的创新空间，它已不再停留在实验室，而融入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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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和生活中,使他们通过动手和实践获得实际经验,

对培养学生的跨专业综合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

精神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机器

人技术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机器人教育对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起到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推动了我们学院的教学改革。

通过引入机器人教育，使我院一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我们将以机器人教育为契机，深入持久开展教学改革,

探索出不断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创造型人

才，全方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的电工电子实验教 

学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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