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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法狗雏形底层硬件设计

位于同济大学彰武路校区工程实践中
心的一角有些杂乱，几根细细的木条搭成一
个框子，框子下面有杆子连着雨伞的伞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二年级学生沈驰接上
充电电池，摁了几下固定在木条上的金属拨
杆，伞骨张开，前后移动，就像游戏房里的抓
娃娃机那样工作起来。抓手下方，是一个套
着鱼形外衣的巡线车，它在轨道上按指令开
动起来，最终被抓手捕获。

这是同济大学“!"#”团队头脑奥林匹
克竞赛装置题的答题。这个小小的装置被称
作“捕鱼器”，为沈驰和小伙伴们赢得了去美
国参加世界总决赛的资格。

头脑奥林匹克比赛，是世界范围内学生
的智力运动会。参赛学生被要求通过设计制作
一个装置或机器，完成各种任务。说起来，就是
一个用底层硬件设计能接受指令的阿尔法狗。

对 $月在美国举行的头脑奥林匹克决
赛，沈驰一点也不陌生。在交大附中念高一
时，他就在这项竞赛中赢得过同样的荣誉。
那年抽到赛题“哥德堡装置”，沈驰的团队设
计完成了“猫吃鱼”的装置，用乒乓球的触
发，将动能通过连续多个环节传递到最终的
开关。“拿到题目，我和队友会去思考合适的
答题方法，包括用什么材料，材料去哪配置，
用什么原理来解题，”沈驰说，随着参赛阅历
和知识的积累，过去是一些物理原理，比如
机械传动，现在更多是用到电机，用到编程
控制的机械装置。

创新思维本质是思考的方法

今年有 %&'支队伍参加头脑奥林匹克
竞赛，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赢得
初中组全国第一名和小学组全国第二名。孩
子们优胜的答题方法来自于对生活的好奇，
对常识的深究。小学组的题目是完成三种捕
鱼方式，由查雅淇等五年级学生组成的团队
想到了吸尘器，但照搬吸尘器不符合要求，

她们又想到风扇，发现扇叶的高速转动可以
引发空气快速流动，形成风力，但风扇是往
外吹，怎么能让它往里吸呢？反一反行不行？
孩子们将扇叶反过来安装，成功捕到了鱼。

初中组的一道题目是把饼干盒变成乐
器。孩子们的解题方法既新颖又简单：在盒
子上套上几根橡皮筋，橡皮筋搁在一段竖起
的木尺上，一拉皮筋，就发出声音，再把木尺
斜一下，几根橡皮筋在木尺一端拉伸的紧度
不同，弹拨引起的振动频率不同，发出的声
音就有了高低，形成音阶，饼干盒变成一把
简易的古筝。

队长、七年级的卢骁寒告诉记者，遇到
题目，他和队员们会去找有创新的解决方
式。比如用纸筒和鸭毛制作毛笔，若手工粘
上去，不牢固，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想到
了 ()*机器人的配件。队员们拿来马达和
几个配件，让纸筒滚动起来，一边滚动，一边
带动贴着双面胶的鸭毛粘到纸筒上，轻松又
牢固地完成毛笔的制作。
在辅导老师管俊利和陆珏峰看来，学生

创新思维的本质是思考的方法，不同的知识
储备、经历会有不同的思路和想法，经常是
复合型、交叉型思维，多学科地来解决问题。
辅导老师的工作是以引导学生创意为目标，
把创意变成现实。

越来越多孩子萌发创客精神

头脑奥林匹克被称为“聪明人的比赛”，
题目没有标准答案，每个解题方式都是独特
的。交大附中实验中心主任、科技总辅导员
老师朱乔荣说，很多知识是学生通过课本外
实践学来的，一个没接触过这类竞赛的学
生，很难跳出标准答案的框框来思考。
沈驰举了个例子：有一年的题目要求搭

一座能承重的桥，若按传统思维，搭出来的
桥承重能力有限，如果再想一想，在桥的一
端做个悬臂，这端的桥面就有足够的承重能
力，至于另一端，只要想办法把两端连起来，
不就还是一座桥么？
像沈驰一样，很多学生爱上了这样的挑

战，对课內学习繁忙却又处在创造力旺盛阶
段的学生而言，这种挑战让他们意识到，可
以用自己的创造力将世界变得更好。哈萨比
斯 ++岁时编了一个程序代替自己和弟弟下
黑白棋，结果赢了弟弟。阿尔法狗设计师很

小的时候就在尝试改变世界，如今，越来越
多的国内学生也萌发出创客精神。

在松江外国语学校上六年级的顾振天
也是头脑奥林匹克团队成员，最近他鼓捣出
帮助环卫工人收集雨水的过滤器和帮助跳
高裁判判罚的红外线跳高杆。同济大学
“!"#”团队负责装置设计的彭宗豪说，在闵
行实验小学读书时，自己就喜欢摆弄模型，
“我就不喜欢做好的玩具，喜欢自己能拆能
装的。”彭宗豪说，自己最初在少科站做模
型，参加头脑奥林匹克竞赛时已经在自学编
程和机械方面的知识了。最近，就读同济大学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的小彭在装配无人机。
“还有点小问题。桨叶需要调整。”彭宗豪说，
“在陀螺仪出现后，制作无人机就方便很多，
空中的平衡问题已经解决了。”课余时间，彭
宗豪还在萝卜太辣教中学生机器人课程。

未来哈萨比斯从#$行代码起步

彭宗豪的母校交大附中有科技社团蓝
色动力机器人社，社团学生参加 ,-.、,/.
和 ()*三大国际机器人比赛，社团和一些
国内领先的机器人教育机构合作，引入、吸收
他们的教学模式和套件，比如萝卜太辣。后者
的机器人课程针对 +0岁到 +'岁的孩子，教
学的目标是让孩子能用自己编写的程序指令
机器人完成任务，同时机器人也需要孩子们
自己搭建，就像哈萨比斯小时候做的。
孩子们拿到的教具是一盒金属的搭件、

螺丝螺帽、扳手，一个 .12，几种传感器，几
个舵机，然后进入自己账号的云平台，学习
用 .33语言编程，让机器人接收指令来完成
任务。过去的机器人编程教育模式是自上而下
的，要求学生先建立宏观的认知体系，现在，可
以是自下而上的，明确自己要做一个什么类
型的机器人，围绕它来学习相应的知识。
萝卜太辣的教育评估研究员程成说，一

个毫无编程基础的孩子可通过 04个分段学
习，掌握基本的编程技术，给自己的阿尔法
狗下指令。在一步步实现机器人的任务过程
中，孩子们建立起程序语言的逻辑思维。这
种逻辑思维即是哈萨比斯未来创造阿尔法
狗的基础。也许一些孩子只留下 0&行代码，
但编程语言的长短取决于机械结构的运转
设计，这样的思考挑战让孩子的创造力得到
激发，知道如何提出并解决问题。

! ! ! !人机大战偃旗息鼓多日! 但是它的影响

依然余音绕梁"很多经历过 !"年前中日围棋

擂台赛的棋手#记者#棋迷都取得共识$人机

大战的影响力不亚于当年的擂台赛! 也许就

此可以迎来又一轮%围棋热&"总之!人机大战

对围棋项目来说!绝对不是坏事"

为什么人机大战人类的代表是韩国的李

世石! 而不是当红小生'''握有三项世界冠

军头衔的中国柯洁( 因为李世石的名望摆在

那儿! 他目前获得的世界冠军数量有 #$个!

是继李昌镐之后!世界棋坛又一位霸者"谷歌

选择李世石作为阿尔法狗的对手是合理的"

对于人工智能在围棋方面的进展情况!

围棋界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 虽然在此之

前有过一次阿尔法狗与欧洲冠军樊麾的对抗

赛!以阿尔法狗 %&"获胜告终!但专业棋手们并

不认为那只狗狗有多厉害!也许还有不少人在

妒忌李世石即将唾手可得的巨额奖金吧(

与柯洁这一批 '"后棋手相比!李世石与

网络围棋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这场人机大战

让我想起十来年前中国象棋界发生的一场类

似战役$ 当年的全国冠军队广东队和一批使

用软件的业余高手列阵厮杀! 结果五对棋手

交战的结果!广东队只有年轻的%偏将&黄海

林赢下了比赛! 而当时实力排名高居全国前

两名的%岭南双雄&吕钦#许银川全部失手!广

东队大比分落败" 难道%偏将&棋力高过%主

帅&(非也!只是黄海林较多网上实战!熟悉软

件的行棋路数而已" 知己不知彼!是当年%岭

南双雄&#今日李世石之一大败因"

人机大战对围棋教育会造成什么影响(我

相信会有更多的围棋教学软件出现!使广大棋

童可更方便地自学围棋技巧! 而不需要采用

传统的%摆谱&方式"目前国际象棋#中国象棋

的顶尖高手都借助软件布局准备和复盘研

究!很多青年棋手的突飞猛进都是拜%软件教

练&之所赐" 围棋少年们如果拥有一款可以复

盘的软件! 那么他们的进步速度必定是可观

的"小棋手们会开开心心地拥抱他们自己的阿

尔法狗" 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 杨柏伟

寻找未来阿尔法狗的设计师
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的“纪

录”，都来自39岁的英国工程师哈萨
比斯的创造。无论电脑能做什么，未
来世界，依然是人脑之间的竞争。那
我们未来的阿尔法狗设计师在哪里？
如何让更多的哈萨比斯冒出来？

本报记者 金雷

教育好声音

小棋手期待拥抱
自己的阿尔法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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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在萝卜太辣一阶课程设计的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