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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设计者 池晶晶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验中学 13811962278 

教学基本信息 

课题 人工智能之机器人巡线算法设计 

学科 信息技术 学段 初中 年级 初二 

相关 

领域 

机器人，人工智能 

教材 信息技术 

1.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2003 年 4 月，《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实验）》在“信息技术”科目中设立了“人工智能初

步”选修模块，同时针对人工智能重要应用领域中的机器人问题，明确指出将“简易机器人制作”

列为选修模块。2016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中

明确提出：推进义务教育阶段的科技教育，增强中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教学的横向

配合。 

新课标中提出了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修订稿提出：信息技术学科

核心素养包括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任四个方面。计算思维是一

种问题求解的思维，它将问题求解的过程用“程序化”或“机械化”的方式表示出来。学生在面对计

算机问题时，可根据已有的知识提出问题求解方案，用算法进行描述，最终由机器执行程序来检

验问题的求解效果。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问题，并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算法，用不同方法实现

问题求解，从而培养学生计算思维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本节课以完成模拟“一带一路”相应任务为主题，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分析实际问题，

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算法)，通过流程图转化到实际程序编写的过程。让学生了解程

序设计的步骤，学会机器人编程中分支结构、循环结构的使用。在此过程中学生需要判断、分析、

综合传感器的原理与实际任务的特征（如线的颜色和粗细等），运用合理的算法形成问题解决方

案，每组形成的方案可能不尽相同，完成任务即可，这一过程可以使学生的计算思维得以锻炼和

提升。 

 

 

 

 

 



2.教学背景分析 

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课是根据清华大学出版社《信息技术》中学版八年级下册《程序设计与实现》中的相关

内容，教师根据教材开发资源编写教学设计。探究“机器人巡线问题”是使用机器人完成各种任

务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学生对“机器人巡线问题”掌握程度，不仅对于本节课的任务

完成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学生学习机器人的整个过程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项技能，因为基本上每一

个任务的完成都是以“机器人巡线问题”的实现为前提的。 

学生情况分析： 

学生为八年级学生，他们对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有初步的了解，但对算法和流程图的学习还

不够，而且对项目的学习过程还不是特别熟悉，因此需要进一步在项目式学习过程中提高他们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基于这样的目的我设计了本节

课。 

 3.教学目标(含重、难点) 

教学目标： 

1.熟练使用光电传感器，学会机器人编程中分支结构、循环结构的使用方法。 

2.学会利用传感器巡线原理分析实际问题，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算法)。 

3.学会用流程图描述算法，并转化成实际程序编写。 

4.提升学生判断、分析、综合各种信息资源以及运用合理算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 

1. 利用传感器巡线原理分析实际问题，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算法)。 

2. 用流程图描述算法，并转化成实际程序编写。 

教学难点： 

利用传感器巡线原理分析实际问题，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算法)。 

板书设计 

算法设计 

项目任务一：简单巡线(示范指导) 

1.明确问题 

2.算法选择 

3.流程图描述算法 
项目任务二：我的“一带一路”（实践探究） 

 

 

教学流程示意图 



 

 

 

 

 

 

 

 

 

 

 

 

 

 

 

 

 

 

 

 

 

 

 

 

 

 

 

 

 

 

 

开始 

导入新课 
PPT 思考回答 

思考记忆 

明确问题 
PPT 听讲记忆 

算法设计 PPT 

画流程图 听讲记忆 PPT 

项目任务二：

我的“一带一

路”（实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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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学习日志 

项目探究 

小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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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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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过程 

时 

间 教  学  过  程 教师 

活动 

学生 

活动 

设计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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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新课： 
（课前两分钟预备：观看“巡线机器人”视频） 

   提问：这段视频主要介绍的是什么内容？ 

（巡线机器人在变电站帮助人们工作，可见“巡线机器人”已经

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我们这节课就来探究一下

有关机器人巡线的问题。） 

讲授新课： 
人工智能之机器人巡线算法设计 

项目任务一：简单巡线(示范指导) 

 

1.明确问题： 
机器人巡线图如下 
 

 

 

 

 

 

归纳： 

⑴根据任务的不同选择传感器的数量。 

⑵因为此线无交叉无直角所以可以先选择 1 个巡线传感器。 

 

2.算法选择： 
 

巡线传感器接到 3 号端口，电机分别接在 B、C 端口。 

传感器 解决策略 对应程序 
看见黑线 机器人向左前方运动 

 

电机控制左转 

看见白色区域 机器人向右前方运动 

 

电机控制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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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程图描述算法 
 

 

 

 

 

 

 

 

 

 

 

 

 

 

 

 

 

 

 

 

 

 

 

 

 

 

 

 

 

 

 

4.参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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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任务二：我的“一带一路”（实践探究） 

 
⒈任务与规则 

现场任务：根据任务地图（模拟“一带一路”路线图）完成

相应任务，机器人每达到一座城市得 5分，满分是 50分。 

    探究任务：根据任务进行机器人巡线问题的探究，然后完成

学习日志，满分 50 分(能探究出其他方面的额外加 10分),包括

如下几个方面： 

 

⑴ 能根据任务进行算法分析（10分） 

如： 

传感器 1 传感器 2 解决策略 对应程序 

看见黑线 看见白色区域 机器人向左

前方运动 

电机控制左

转 

看见白色区域 看见黑线 机器人向右

前方运动 

电机控制右

转 

看见白色区域 看见白色区域 直行前进 电机直行 

看见黑线 看见黑线 停止 电机停止 

 

 

⑵能用流程图描述出算法（10分）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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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能根据流程图写出程序（10分） 

如： 

 
⑷将探究过程按格式要求写在训练日志中（20分） 

⒊学生分小组实践探究 

 

⒋小组比赛并展示 

（1）介绍小组成员的分工情况。 

（2）述说自己的探究结果。 

（3）操作机器人按照自己设计的算法进行巡线展示。 

⒌教师点评 

（1）对展示中的问题进行点评、补充。 

（2）宣布小组得分。 

总结归纳： 

1.明确问题 

2.算法选择 

3.流程图描述算法 

想一想： 
    如果机器人巡线的线路上有障碍物，我们怎么办？如何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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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习效果评价设计 

过程性评价: 

在学生实践探究及展示过程中及时对学生的算法选择、流程图描述情况进行评价，并进行加

分,鼓励学生选择最优算法，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终结性评价: 

本节课的实践探究任务共 100分,分数分配如下表。 

根据任务 

进行算法分析 

用流程图 

描述出算法 

根据流程图 

写出程序 

将探究过程按格

式要求写在 

训练日志中 

现场比赛（每达

到一座城市得 5

分，满分是 50

分） 

10分 10分 10 分 20分 50分 
 

6.本教学设计与以往或其他教学设计相比的特点(300-500字数) 

本教学设计与以往或其他教学设计相比，其特点有： 

一、以学生自主探究为主，教师引导为辅。 

本节课主要在教师的示范引导过程中学生进行自主探索，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究过程中注重培

养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进行实际操作，在实际运用中锻炼自己的实

践和操作能力，总结算法，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最后通过小组展示来评价自己的学习效果，

展示中需要小组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既可以提升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也能锻炼学生的逻辑思

维。 

二、以具体项目为依托，将学习的过程贯穿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中。 

本节课的实践探究主题为“我的‘一带一路’”，其中的小组比赛环节是根据 RCJ全国机器人

大赛迷你救援项目项目改进而来，学生通过这种项目式学习和参与比赛，可以提高自己的项目研

究能力，比赛的应对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一带一路”主题的选择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 

通过让机器人在“一带一路”模拟线路图上完成相应的任务，让学生在这样一个主题的探究

活动中提高比赛竞争的能力，同时也能对国家当前的政策方针有所了解，体会祖国的富强与强

大，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 

 

 



7.教学反思 

本节课以完成任务地图（我的”一带一路”即“一带一路”路线图与 RCJ全国机器人 MINI救援现场图的

合成）相应任务为主题，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分析实际问题，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算法)，通

过流程图转化到实际程序编写的过程。让学生了解程序设计的步骤，学会机器人编程中分支结构、循环结构的

使用。 

在实际教学中,我发现学生对算法的理解还是不够,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待改进,不过这正是学习的过

程.本课的任务主要针对竞赛提高，由于时间比较紧，有些学生可能还有完成任务，这也是正常的。主要是提

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小组合作的能力。每个队员分工不同，参与的学习也不是相同，要发挥他们的各自特

长，融合在小组学习的里面。这是我以后教学要进行反思的。 

由于时间紧张，小组展示环节没有很好的总结，下次应对时间进行进一步的设计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