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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创客教育，从娃娃抓起! ! !"月!#日!作为$"!%上海设计之

都活动周核心活动!被誉为"中国最大的创

客&'()*#的$"!%上海创客嘉年华在杨

浦区江湾体育场开幕$ 这倒不只是创客们

的一场自娱自乐! 而是为全民盖起的一座

科技游乐园$ 活动融入大量互动体验的环

节!将社会大众一把拉进动手创造的阵营!

近距离体验人文科技之美$ 嘉年华现场热

闹异常! 孩子们一脸兴奋地研究着手头上

的新玩意儿! 投入动手行列的大人们脸上

也闪着难得一见的简单和专注$ 看惯了公

共场所一脸麻木低头盯手机的人群! 这样

全家上场%其乐融融的场面真是久违了$

创客就是动手创造的人$ 他们将想

法!结合自身的动手能力%互联网平台%技

术手段和设计技能!将心底的创意变成现

实!创客的出现降低了专业门槛!打破了

&隔行如隔山#的边界$ &玩#是创客们的生

活哲学!乐享生活!释放童心!以个人体验

为基础创造出具有人性温度的作品$如今

的创客运动一方面朝着普及化的方向迈

进!+,-风潮盛行!各类制作教程%手工工

坊涌现!人人皆可创造'另一方面!一批高

素质的创客正往更专业的方向前行(不少

被创客们"玩)出来的点子在投入生产实

践后焕发出了巨大现实价值!甚至逐步发

展成为独立的大产业$如大疆飞机和小牛

电动车都是在新一轮创客大背景所产生!

具有市场需求庞大的产品$

! 李沁

创客平台不断涌现

人一走近便会出现电闪雷鸣的“雷电
云”，模样复古、依赖稀有气体发光的怀旧之
作辉光钟，由个人习惯自由控制亮度的智能
家具……各类脑洞大开的产品让人亲身体
验了一把充满未来感的智能生活模式。

据上海创客嘉年华的策展人江炜婕介
绍：“上海创客嘉年华聚焦的是创客所不断
推陈出新的新、奇、特的产品，而本次创客嘉
年华则聚焦“参与”层面，即爱好者的参与、
专业人士的参与以及亲子的参与，以多样形
式让不同人群在此寻找到自己的诉求，以及
感受到独特的创客氛围。”!"#$上海创客嘉
年华共吸引了 %&&余个项目在此参展，可谓
最为集中化的创客展示。
虽然就目前而言，创客在中国尚属小众

团体，但创客们所持有的那份情怀、对生活
的态度以及他们的产品本身对多数人无疑
有着极大吸引力，现场展示了众多新奇有趣
的科技产品，一批又一批好奇的观众在这些
好玩的设计旁驻足观看。另一边，孩子们迫
不及待地投入各类互动游戏中疯玩起来，打
弹珠，拼积木，操纵机器人，组装电线路……

无人机趣味运动会等几个热门游戏项目的
外围甚至排起了长队。

现场，一部分创客组织吸收高素质的个
人创客，为他们提供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的交
流、分享机会，类似俱乐部的概念，像新车间、
'() *()就着力于此；而 +',-)-./一类的创
客社区则重在为创客提供开源硬件、工作空
间，支持他们的再创造、帮创客一族圆梦。

创客教育推动创客思维的建立

创客本身就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团体，另
一方面，创客也喜爱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教
学相长，因此爱好者也愿意将自己的创客技
能分享给别人，培育尚未成熟的年轻创客，
为初学者提供平台，发展他们动手创造的能
力。另一方面，创客自身的产业发展，也在推

动其向教育层面延伸，不少创客机构的服务
对象从幼儿到初高中生乃至更大年龄不等，
通过融入活动，培养孩子的创客思维。
“我们是国外留学生，希望把我们之前

学到的一些科技教育的好的理念还有模式
带到我们这儿来，推广给更多的学生。我们
的远景是把科技这样基本的实用能力、技术
当成 !#世纪新的必备技能，如同几十年前
听说读写一样，懂一点编程、懂一点虚拟现
实、%+建模就变成了工作必备、生活必备。”
必果科技的邹岩向我们这样阐述他的初衷。
事实上，不少年轻创客都有出国留学的

履历。他们有想法，有行动力，热爱新鲜事
物，希望为现实创造一些改变。一个更加广
义上的创客本就不限于创造产品，创造未来
无疑更具挑战。当谈到受众时，邹岩表示必
果科技面向的对象主要是高中生群体，这样
一个群体具备了一定知识储备和理解力，有
进一步创造创新的可能。“我们不仅是教你
编程，还会教你很多更复杂、更有用的东西。
当自己上了大学，懂事了以后，回望自己以
前接受过的教育，会想：为什么它没有培养
我们交叉学科的能力，为什么没有培养我们
在团队协作之下去做项目的能力，没有培养
我们用人本的思维去设计产品的能力？为什

么没有？但其实现实社会需要的是这些东
西。”邹岩一连抛出的几个为什么异常尖锐，
从中不难看出他自己所重视的教育原则，若
是这些原则能在他的教育事业里贯彻，倒真
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个极好补充。
邹岩将创客教育瞄向了高中生，除了在

上海有自己的科创工坊外，邹岩还积极与各
地学校合作建立实验室及科创基地。而旁边
另一创客组织“少年创客空间”则关注更小
年龄段的孩子。当被问及小年龄段的孩子是
否真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时，少年创客空间
的周建勇坦言，他们也并没有指望孩子们能
学到怎样高的程度，只是让孩子体验一下科
技应用的过程———就像这个简单的玩具，我
们设定让它动，它下一秒就能动，孩子们看
到了，知道了是因为有电信号，这就可以了。
重要的是思维意识的培养。

创客与创客教育路漫漫其修远

在创客嘉年华里一路走过去，各类服务
于青少年的创客机构名目众多，看得人眼花
缭乱，初见时有耳目一新之感，看到后来只
见众多培训机构提供的教育大致相同，以
%+打印与建模为主。就展品呈现来看，一些
产品设计极为酷炫、吸人眼球，也有部分产
品外观相对粗糙，鲜见亮点。既是打着“创
客”、“创新”的名号，若是在自身的经营建设
上都无独创之处，恐怕难以取信于人。展区
一旁偶尔有参观者的评论：“这些机器人也
是小打小闹、大同小异，零部件不同而已。专
业的都去玩真的了。”
大家评论未必全面。青少年的创客教育

在中国毕竟还属新兴发展起来的市场，一些
团队自身发展还不够成熟，未成体系，不少
创意来源及运营模式是向国外的开源项目
借鉴而来。中国大的教育环境也未给这些小
型创客教育机构留下太大空间，这种处境之
下，与中小学的合作确实是一条发展路向。

无论是组织创客集会空间还是运营创
客教育机构，资金支持都是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我们眼中看到的某些粗劣制作说到底也
是由于资金不足。除了收取会费、早期产品
变现等手段外，国外有不少创客空间的作品
是由 01234/(./5.等众筹网站募集资金，这与
其众筹制度的发展水平有关，时下中国还难
以依赖众筹获得大量支持，不过不少创客空
间的发起者会向企业寻找投资，获得资金来
源。可以预见，随着我国众筹文化的发展，集
资方式的转变，我们的创客也会获得更多来
自民间的支持与发展空间。

江炜婕也表示：“我们在举办多年的创
客嘉年华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平台，一个
教育活动，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唤起大家对
于创新，对于动手的思考，反过来推动和改
善现在教育的问题。”
中国在创客发展方面也有其自身优势，

广阔的市场、便捷的配件原料获取渠道令他
国难望其项背。中国的山寨手机市场一度极
为繁荣，一款尚未在国内上市的新手机竟可
以在国内迅速制成高仿品并投入销售。大量
投入山寨市场的人力物力让人惋惜：这等资
源为何不能用于创造？从“制造”到“创造”看
起来只差一步之遥，实际却有很长一段路要
走。纵使深圳等地已在积极倡导创新、推崇
“创客”，纵然硬件设施到位、国家政策亦有
倾斜，全民心态与思维习惯的扭转却难以一
蹴而就。而一些新概念的引入、新群体的出
现正是对旧有思维模式的冲击，将一点点撬
动惰性僵化的土壤。我们不怕新事物来华水
土不服生出不伦不类的“中国特色”变体，我
们怕的是一潭死水、一无所知。
新兴文化多半由年轻人缔造，一代代的

年轻人在影响和塑造更年轻的一代。创客教
育要不要从娃娃抓起，答案是肯定的，但方
式方法有待商榷。小团体的少年创客教育虽
然还未成气候，创客精神却正实实在在地融
入主流价值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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