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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依据

苏霍姆林斯基提倡做中学，玩中学，生活中学，创客教育正是与之契合的一种教育方式，

倡导造物，鼓励分享，培养多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本项目希望通过让学生从了解乐器的发

声原理出发，从而利用传感器制作乐器，让学生在研究制作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感受人工智能带来的乐趣。

课例特色

本项目经历探究乐理-外形设计-硬件搭建-程序调试-作品发布的过程，制作出各种外形

独具特色的乐器（图 1）。设计中运用了美术、音乐、数学、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知识，利用

makeblock 主控、超声波传感器等实现乐器的制作，是创客教育的典型案例，深入体现了

STEAM 教育理念，训练了学生的算法思维，丰富和提高了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了学生

的核心素养。

（图 1）

内容呈现

一、创意来源

一曲《春江花月夜》萧声悠扬，让学生感受到乐曲的魅力，引发对乐器原理的探究，俗

话说五年笛子十年箫，能不能自己制作出乐器来演奏乐曲呢，从而激发出自制乐器的兴趣和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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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归纳出可以利用 makeblock主控和不同的传感器结合程序编制，制作出个性化的乐

器，实现大家的音乐梦，亲身感受那跳动的音符。

二、框架及特征规划

自制乐器这一项目中，涉及到 STEAM 教育中的 S（科学）、T（技术）、T（工程）、A
（艺术）、M（数学）。整个项目分为两大部分，外形设计和硬软件配置，外形设计就是学

生利用各种材料自己设计出乐器的外形；软硬件配置是指在如何巧妙的在外形上放置硬件设

备，然后利用编程实现跳动的音符。

自制乐器的主要特征是 1、外形独特具有个性；2、可以演奏音乐

三、项目制作实践

1、策划分工

通过查阅资料，根据小组个人特长，结合项目框架，各小组进行分工：外形设计队、电

子设计队、乐曲展示队。外形设计队负责自制乐器外形和琴键设计制作；电子设计队负责硬

件搭建和程序编制；乐曲表演队负责演奏展示。

2、小组准备

各小队依据分工安排，准备好所需的工具和器材，外形设计队使用 KT 板制作外形轮廓、

使用彩纸和彩笔装饰外形；电子设计队需要 makeblock主控、超声波传感器和电源；乐曲表

演队需要准备乐谱。

3、箫的发声原理剖析和超声波传感器原理

箫是中国的一种古老的乐器，箫其实是中空的竹子，顶端是箫的吹孔，在吹箫的时候，

箫內的空气柱震动，就发出了声音，箫的身上有按孔，按孔可以调节箫內空气柱的长短，所

以我们在吹箫的时候，会让箫內形成不同长短的空气柱震动而发布不同的声音。空气柱的长

短不同产生不同的音符。

超声波传感器是将超声波信号转换成其他能量信号（通常是电信号）的传感器。超声波

传感器可以检测出与前方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自制乐器这一项目就是利用检测距离的远近数据不同来制作乐器。

4、乐器外形设计

这个环节需要美术老师指导学生，从而设计出独特的乐器外形。老师先让学生在网上查

找自己喜欢的外形轮廓和图案，先进行草稿设计，在小组内讨论定稿后在 KT 板上进行绘制，

然后利用美工刀进行裁剪

外形轮廓设计完毕后，与电子设计队讨论决定琴键间隔距离，根据距离设计琴键，然后

美化乐器外形。（图 2）



（图 2）
5、实现乐器设计

（1）理解制作原理

结合已有知识基础，教师指导学生理解并画出硬件系统的原理图

通过理解原理图，熟悉自制乐器的硬件线路接线路径，方便学生对照进行硬件搭建。

（2）搭建硬件系统

指导学生认识 makeblock主控、超声波传感器，了解各个接口作用和功能，根据原理图

和主控器端口的颜色进行传感器连线，然后依次连接电脑和小音箱，注意提醒学生看清端口，

避免接错损坏硬件（图 3）。然后将超声波传感器、主控器、和电源贴到设计好的外形 KT
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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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编制乐器程序

①小试牛刀—理解脚本

教师发送初始程序，然后小组内分析脚本，理解其作用。（图 4）

（图 4）
学生讨论分析后得出结论：1、超声波传感器的接口要设置准确，比如初始程序中，超

声波传感器的端口接在接口 3，如果是超声波传感器接在别的接口就需要改到对应的接口，

否则脚本设置错误，无法检测距离。2、将超声波传感器测得的数据进行四舍五入是为了方

便在演示窗口观察。3、为了方便程序引用，设置了“数值”这一变量为四舍五入后超声波

传感器测到的数值。4、可以单击音符后面的选择框，利用琴键选择对应的音符。5、“拍”

前面的输入框可以输入节拍数值。6、需要根据自己设计的琴键设置“数值”区间值弹奏音

符“53”（F 调哆）。



②触类旁通—编制音阶脚本

通过搭建“哆”的脚本，学生修改距离区间，完成其他 6个音符的脚本搭建。（图 5）

（图 5）

6、测试程序调试乐器

一个音阶的程序编制完毕后，学生跃跃欲试，这时教师出示《小星星》简谱（图 6），

让学生进行练习，学生兴趣浓厚，并对脚本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修正，真正理解了脚本

的含义和搭建的方法。最终，在教室里，一曲美妙的《小星星》在耳边响起，这是由学生利

用自己制作的乐器弹奏出的华丽乐章。.



（图 6）
7、挑战自我

出示《春江花月夜》乐谱（图 7），让学生哼唱，观察前 4 个小节，设问如果用刚才制

作的乐器弹奏是否能实现？学生总结发现：①乐谱多出了 2 个音符，琴键和脚本必须要增加

对应的部分。②乐谱中的节奏不统一，小组内演奏无法完成，可能需要多组合作。

（图 7）
针对多出的 2 个音符，根据前面琴键间隔再画出 2 个琴键，并且添加如下脚本。（图 8）

为了适应节奏的变化，建议小组间的合作，每组负责一个音符的弹奏，经过几轮磨合，能将

《春江花月夜》初步弹奏出来。



（图 8）

实践反思

自制乐器项目的开展，源自于学生对于音乐的喜爱，对于开源硬件奥秘的探究，将创意

实现的动力，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学生做中学，玩中学，生活中学，学习并运用多学科的

知识，体验并实现了生活中的人工智能设备，这种项目的开展有利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全

面发展。

拓展提升

1、分析传感器工作原理，除超声波传感器还可以使用哪些传感器实现自制乐器的功能。

2、课堂中实现了琴声，如何能实现其他音色，从而可以组建电子乐队。

3、本项目实现了生活中的人工智能，是否还有其他类似可开展的项目。

教学点评

项目化学习的方式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教学方式之一，本节课将信息技术与音乐紧密的连

接在一起，利用数字化手段，挖掘学生的美术天分，运用数学思想，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带

领学生体验人工智能，实现创意，其中程序设计教学利用了可视化编程注重培养了学生的计

算思维。整个项目的开展，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让学生掌握了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方

法，培养了学生的核心素养，值得作为信息技术教育者的我们去研究和探索。（江苏省海安

县教师发展中心 郑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