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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侦测模块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徐程 

 

一、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课为“图形化编程软件”的内容。“侦测模块”在图形化编程软件中属于比较复杂的模块，

它们通常需要和其他模块的积木配合使用。 

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迅速崛起，并不断渗入生产、

生活的方方面面。本节课实例中的助盲眼镜就是其中之一。 

二、学情分析 

知识基础：通过前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对图形化编程软件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具备了基本

的操作技能和分析能力。但是部分学生对于侦测模块的原理以及使用场景，还存在疑问，不能灵活

地使用不同的侦测积木。 

核心素养：侦测模块的使用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计算思维。部分学生虽然会使用，但对其背后

的逻辑其实还不够不清晰。另外，部分学生对于智能穿戴设备并不陌生，但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它们

对人们，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活生产带来的积极意义。 

三、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理解侦测的原理和侦测的作用。 

2、掌握“碰撞侦测”和“颜色侦测”的使用场景。 

3、学会正确使用“颜色侦测”的积木。 

过程与方法： 

1、通过生活实例理解侦测的原理和侦测的作用。 

2、通过分析剧本掌握“碰撞侦测”和“颜色侦测”的使用场景。 

3、通过编写脚本学会正确使用“颜色侦测”的积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自主设计程序，培养和提升计算思维。 

2、通过实例，认识和感受到人工智能的魅力，体会到科技的温度。 

四、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正确使用“颜色侦测”的积木。 

教学难点：当需要侦测的对象以及相应的响应动作超过一组时，如何理清线索，做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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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题引入 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学习了“运动、外观、事件”等各

种模块中的积木。今天，我们来进一步学习“侦测模块”

中的各个积木。 

 

认识侦测 什么是侦测？ 

侦测就是侦查、测量的意思。 

侦测某种信息是否存在，需要时还要测量具体的数值。 

侦测有什么用途？ 

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发明了许多信息科技工具

或设备来帮助我们侦测生活中的各类信息。比如自动感应

门、烟雾报警器、闹钟等等 

提问：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用到了侦测？ 

根据学生的回答作出补充：风向仪、感应灯 

结合生活经验，思考：什

么是侦测，侦测有什么用

途，以及生活中看到的侦

测。 

侦测总能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例如风向、风速、是否有人经过…… 

 

程序中的

侦测积木 

之前的作品曾经用到过的侦测： 

作品“拍蚊子”中，用到了“按键侦测” 

作品“电风扇”中，用到了“按键侦测”和“碰撞侦测” 

作品“字母雨”中，用到了两次“碰撞侦测” 

作品“时装表演”中，用到了“询问回答侦测” 

跟着老师回顾、复习。 

【任务 1：看一看】 

观察侦测模块中还有哪些侦测积木？推测这些积木能侦

测到什么信息。 

观察并思考侦测模块中

的各种积木，推测它们能

侦测到什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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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穿戴之助盲眼镜： 

随着技术的发展，智能穿戴设备发展逐渐多样化。常见的

智能穿戴设备有智能眼镜、手表、手环、鞋、服装、头盔

等等。用户根据需求的不同，通过穿着或者佩戴智能穿戴

设备来实现采集个人健康数据、感知外界信息等功能。 

助盲眼镜就是其中之一，能为盲人实现或替代部分生理视

觉功能。 

【任务 2：编写“第一代助盲眼镜”小程序】 

剧本：一位盲人朋友戴着助盲眼镜在直道上行走 

（×）直到他碰到障碍物？ 

（√）直到助盲眼镜侦测到障碍物并发出提醒。 

分析舞台、角色、动作 

 

指导学生编写脚本 

1、和学生一起口头理清楚动作顺序 

2、必要时提醒学生关键的积木：重复执行……直到 

3、提醒学生做好初始化 

4、和学生交流写好的脚本 

聆听介绍，了解智能穿戴

和助盲眼镜。 

 

 

 

 

 

观察和思考，说出合理的

剧本走向。 

 

和老师一起分析舞台、角

色、动作。 

 

 

 

 

 

 

 

 

尝试编写“第一代助盲眼

镜”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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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继续往前走，到了路口，助盲眼镜如何做出提醒？ 

【任务 3：完善“第一代助盲眼镜”小程序】 

剧本：盲人朋友绕开小石头后继续前行，直到助盲眼镜侦

测到车行道，发出提醒，停下脚步。 

发现新问题：路口并不是一个角色，应该如何侦测？ 

提问：“如果”后面的条件应该如何填写？该用哪块积木

侦测到灰色的马路？ 

引入“颜色侦测”积木。我们可以使用“颜色碰到颜色”

的积木来侦测前方是否就是车行道。 

分析舞台、角色、动作 

 

 

思考，并尝试回答。 

 

 

 

观察侦测模块，寻找解决

对策，尝试回答问题。 

 

 

 

 

和老师一起分析舞台、角

色、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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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编写脚本，完善第一代助盲眼镜 

1、和学生一起口头理清楚动作顺序 

2、演示颜色侦测积木中，取色的方法 

 

尝试编写脚本，完善第一

代助盲眼镜的功能。 

自主探究

侦测积木 

【任务 4：编写“第二代助盲眼镜”小程序】 

介绍舞台、角色和剧本 

 

剧本：一位盲人朋友在弯道上行走，直到探测到白色的墙

就停下脚步。在弯道处，若侦测到车道或草坪，就要及时

调整行走方向。 

转弯处情况较复杂，列表分析如下： 

 

由于车道和草坪的颜色不同，可以使用两个“颜色碰到颜

色”的积木来侦测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响应动作。 

 

指导学生编写脚本 

1、再次提醒学生做好初始化（尤其是角色的方向） 

2、为了节省时间，提示学生旋转的角度可以设置成 30

度。 

3、请部分学生交流写好的脚本，演示动画效果 

根据老师提供的舞台、角

色和剧本，思考角色的相

应动作应该如何安排。 

 

 

 

 

观察舞台和角色，思考角

色侦测到不同的颜色时，

分别应该做出什么响应

动作。 

 

 

 

 

 

 

尝试编写脚本，完成第二

代助盲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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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小练习：复习不同的侦测积木可以侦测到的信息。 

【任务 5：连连看】 

 

和老师一起回顾本节课

的知识点，完成连线练

习。 

 

 

1. 本节课我们运用“碰撞侦测”“颜色侦测”，实现了

助盲眼镜的升级换代。 

2. 观察侦测积木的形状，我们可以发现，侦测积木一般

不能单独使用，都要和“控制模块”或“运算模块”中的

积木配合使用。 

3. 无论科技如何发展，都是为了让全人类生活得更幸福，

科技是有温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