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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下列文章並參照年表，回答後面的問題。 

 

    四十年來，機器人在工廠從事著對人類而言過於枯燥或危險的工作。而今，新型的機器人在家庭、

職場甚至於學校，都開始成為人類的助手。 

     

‥‥ 
 

  日本比其他世界各國都常用機器人。世界上十個機器人勞動力中，有四個就在日本工作。日本政

府撥出幾千萬美元用於生產更多的機器人。為什麼要如此急切地生產大量的機器人助手呢？答案是─

現在日本五分之一以上人口皆是超過六十五歲的老年人，年輕的勞動力明顯地不足。 

     

  日本很多的機器人都設計成可對應人類的行動。雞蛋型機器人「巴比羅（PAPERO）」能夠協助老

師教導兒童唱歌或閱讀。某家日本醫院的候診室裡，帶有光澤的機器人進行著輔助工作，這些機器人

向患者問候，告訴患者應去哪裡並列印地圖交給患者。「我認為這是相當好的分工合作」醫院的負責

人成田直也先生繼續說：「機器人絕不可能成為醫生，但可以成為稱職的嚮導或服務員。」 

 

摘自《TIME FOR KIDS TEACHERS WORLD REPORT;February27,2009 Vol.#14 Iss.#19》 
 



 

機器人的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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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TIME FOR KIDS WORLD REPORT TEACHERS GUIDE Vol.#14 NO.18,February27,2009》 
 
 

問題： 

 

你對上述狀況有什麼感想？試從各方面加以思考，論述你自己的意見及其理由。 

1921 年 

捷克作家 KarelCapek 寫下名

為「R.U.R」劇作。於該劇中，

「機器人」一詞首次登場，捷

克語中的「robota」之意為強

制性勞動或辛苦的工作。 

1956 年 

成立世界第一家生產

機器人工廠，取名為

「 Unimation 」， 是

universal automation 的

縮寫。 

1961 年 

應 用 機 器 人 於 通 用

汽車作業生產線上。

1997 年 

NASA 宇宙飛行船降落於

火星。探測車型的機器人

稱為「rover」，人類透過遠

距離操控系統進行各項火

星探測活動。 

1999 年 

SONY 首創「AIBO」，是一

種電子狗。AIBO 的銷售量

超過 150,000 台，每台售價

約為 2,000 美元。 
2000 年 

本田首創「ASIMO」

機器人。 

2008 年 
「ASIMO」機器人

指揮交響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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