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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峻熙现在是体育路小
学六（3）班的学生，班主任
刘艳军对他各种满意。刘
艳军教数学，朱峻熙是数学
课代表。刘艳军说：“朱峻
熙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不是
最好的，但是很有责任心。”
他在班里个子最高，跟同学
们处得又好，大家都叫他“朱
大哥”。“这孩子是个暖男，同
学有困难，只要他能帮的都
会帮。有一次，班里几个同
学考试成绩不理想，朱峻熙
主动去开导安慰他们，让我
很欣慰。这孩子内心阳光，
做事稳重，老师和同学们
都很信赖他。”刘艳军说起
自己的得意学生，脸上满是
笑容。

朱峻熙的爸爸朱晓轲

也 坦 承“ 孩 子 真 的 很 省
心”。在学习上，他对朱峻
熙没啥过多的要求，不求考
100 分，但是学过的东西必
须会。孩子做题时可能会
由于粗心等原因出错，但是
只要掌握知识了就行。朱
晓轲是房地产相关从业者，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会化用
一些公司管理经验。比如
让孩子遇到问题多问为什
么，先问自己，找不到答案
时再请教；要不断给自己定
小目标，一个个实现最后就
能成就大目标。

在朱峻熙家，有一堵三
四米宽的墙，全是书架，放着
全家人爱看的书。“这个书架
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点
点增加的。”朱晓轲说，照朱

峻熙这么爱看书的架势，以
后会不会再占用一面墙现在
还不好说。

不错，说起上课、编程之
外最爱干啥，朱峻熙连说三
遍“看书”。他是刘慈欣的铁
粉，《三体》《球状闪电》《流浪
地球》等都看过了，《三体》更
是看了不止一遍。

读万卷书，更得行万里
路。朱晓轲说，他一般会趁
假期带孩子出去走走，开阔
视野。

朱峻熙记得最清的是
2018年的重庆行，因为那次
出行是他提议的。2018年，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
庆 举 行 ，朱 峻 熙 想 去 看
看。一路上船行长江的景
观 朱 峻 熙 已 没 有 什 么 印

象，可在智博会上参观的
场景他还记得。当时，他
在世界 500 强智造云集的
会场流连忘返，眼前的每
一件未来科技产品都在他
眼中闪烁着光芒，他穿梭
在各个国家的展位前问这
问那，后来不慎和爸爸妈妈
走散。朱晓轲说，当时他和
妻子急坏了，还惊动了安保
人员，在几十万人的会场找
到朱峻熙时，他正津津有味
地看展览。

对于未来，朱峻熙说自
己肯定要从事跟机器人、
计算机相关的专业。朱晓
轲则有更深远的考虑，希
望 孩 子 结 合 兴 趣 打 好 基
础，未来在智能化领域有
所建树。

朱峻熙：

从“玩”开始 走上世界大赛的舞台

□本报记者 张满 刘世超

今年 12 岁的朱峻熙身
高 1.72 米，猛一看像个小大
人，聊起来之后发现，他的确
比一般的小孩子稳重，有想
法。

4 月 10 日，刚上完计算
机C++编程课的朱峻熙与记
者聊起机器人、计算机编程
有关话题时，眼睛里仿佛有
亮光，话也多了起来。

2013年，新华区体育路
小学开设了特色课程，从一
年级到六年级，学生的课程
表里都有机器人课。2015
年，朱峻熙在一年级的课堂
上第一次接触到机器人。“第
一节课老师具体讲的什么，
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只觉
得这个课好玩，我很喜欢。”
后来，朱峻熙就加入了学校
的机器人社团。

朱峻熙的机器人课老师
吴利平说：“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先引导孩子感兴趣了，才
能让他参与进来，朱峻熙这
时候的‘好玩’，其实就是最
初的兴趣。”

在吴利平的印象里，朱
峻熙刚加入社团时并没有表
现出特别的潜质，直到一年
级下学期的一次课上，她发
现这个孩子很与众不同。那
节课上要求学生用自己设计
组装的越野爬虫机器人翻越
草地（一块人工草坪）和高山
障碍（几块砖头）。需要两步
实现，首先用所学原理创意
搭建机器人，机器人要能自
主爬动；然后让机器人翻越
障碍。结构构建、连接电路、
编程需要在一个半小时内完
成，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
确实有些难。下课了，大部
分同学都没有完成，就放弃
了。“朱峻熙的机器人在翻越
时也没成功，但他下课后没
走，一直在调试，趴在地上，
头贴着地板，观察机器人到
底哪儿有问题。观察调试了
十几次，一个多小时后，终于
成功了。”

问他最终怎么解决的问
题，朱峻熙腼腆地笑了：“我
把机器人拆开换了更大的轮
子，又换了更长的机械腿，就
翻过去了。”

吴利平当时就和在旁等
待的朱峻熙妈妈说：“这孩子
行，有毅力，好好培养吧。”

在这簇“好玩”的小火苗
指引下，朱峻熙跟随兴趣，一
路前行。

毕竟是个孩子，到二年
级开始学编程知识，朱峻
熙觉得机器人课没那么好
玩 了 ，就 打 起 了 退 堂 鼓 。
这时候，爸爸朱晓轲跟孩
子长聊了一次，从爸爸那
里得到鼓励后，他坚持了
下来。知子莫若父，孩子
可能会有一时的迷茫，爸
爸的引导至关重要。过了
这个阶段后，朱峻熙发现
自己喜欢上了编程，从最
开始简单的模块编程到现

在的 C++，他对这个世界万
分着迷。

要想在机器人学习中
取得突破，必须学精数学
和编程，数学是枯燥的，编
程是严谨的，这需要 100%
的热爱，还需要持之以恒
地 坚 持 ，更 需 要 十 遍 、百
遍、千遍地刻意练习……

在朱峻熙 C++课老师靳
二锋的手机微信上，4月9日
23 时 4 分，有一条与朱峻熙
的通话记录，是朱峻熙打来
问编程作业的。靳老师说：

“这只是最近的一次，之前还
有很多，有时候想着太晚了，

想让他早点休息，就直接给
他答案了，结果一会儿他又
打过来了，问为什么这么做，
非得弄清楚，非常执着。”

凭着这股执着劲儿，从
接触机器人到现在将近6年
的时间里，朱峻熙收获了厚
厚一摞获奖证书：

2017 年，世界机器人大
赛国际公开赛“智造大挑战”
竞赛项目季军；

2017年，“世界机器人大
赛”最佳程序奖；

2018 年，“世界机器人
设计大赛”选拔赛小学组三
等奖；

2019年，“世界机器人大
赛”冠军赛小学组二等奖；

2020年，“河南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奖”……

从市赛、省赛到国家赛，
朱峻熙已经记不清自己参
加过多少次比赛，但每次比
赛都有收获。印象最深的
是 2017 年参加世界机器人
大赛-RoboCom 国际公开赛
的情景，这也是朱峻熙参加
过的最高级别的比赛。经
过市、省、全国赛后，一路过
关，他和我市的王厚骅、张
嘉豪、凌思哲一起，站到北
京国际公开赛的舞台上，和
来自全球十余个国家和地
区的 1017支参赛队、4500余
人同场角逐。

朱峻熙说，当时自己上
三年级，从没去过那么大的
地方，一进比赛场就觉得地
方真大呀，只顾着震惊感叹
了，紧紧张张地开始了第一
轮比赛。“题目是传送带搬
运，调电路、调整机械臂位
置、编程序，大概调整试验
了 8 次 ，终 于 完 成 搬 运 任
务。第一次参加比赛，我们
也不懂规则，完成任务了就
在那等，看到其他组的人喊
裁判才知道做完了要示意
裁判，因为是计时赛，所以
第一轮成绩不理想，时间都
浪费在等上了。”说起当时
的比赛，朱峻熙兴奋地用手
比画着。

有了第一轮的经验，后
边几轮就顺利多了，最终他
们获得了小学组的季军。

无论成绩如何，每次比
赛都是一次锻炼，朱峻熙
也在一场场比赛中不断成
长，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大
步前行。

机器人之外的世界也很精彩

朱俊熙（右）成了同学们的编程“小老师”。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以“赛”为机 深入机器人世界

从“玩”开始
迈进机器人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