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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青少年创客活动

2017-2018 赛季

中国好创客成果展示

版本 3.0

一、概述

中国好创客成果展示是青少年创新成果竞赛。该项活动结合当前

STEAM 教育、人工智能教育要求，旨在鼓励青少年在生活中发现和提

出问题，用科学思维和创意设计提出解决方案，设计相应的解决方案，

并借助工具动手造物制作方案作品，以验证方案的正确性和展示交流，

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参与科技创新创客活动中。

二、主题学科

1. 科学：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学习和实践发明创造

的方法，并将研究结果整理形成逐渐完整的知识体系。

2. 技术：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综合设计或开发制作

以解决实际问题。

3. 工程学：包括航天与航空工程、土木工程、汽车工程、船舶工

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摄影工程、音响工程、制热与制冷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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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学：包括代数、分析、组合数学、博弈论、几何与拓扑、概率与

统计等。

5.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及通信、计算机制 图技

术、仿真/虚拟现实技术、计算科学、网络安全、 数据库、操作系统、编

程；电路、物联网、微控制器、网络与数据通 讯、传感器、信号处理、机

器人与智能机等。

6. 人工智能：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方法、技

术及应用系统。探索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

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包括研究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

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

三、组别

设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组别，每支参赛队由不超过 4 名选手和 1-2

名辅导老师组成。

四、比赛

1、参赛队和申报项目要求

1）参赛队在竞赛申报时为国内在校中小学生（包括普通中小学、

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等），每个参赛队在一届大赛中，只能申报一

个项目参赛。

2）参加全国总决赛的项目从各级区域竞赛获奖项目按规定名额择

优推荐。

2、项目要求：

1）参赛队项目的申报者不得超过 4 人，并且必须是同一地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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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城市或县域）、同一学段（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的学生组成。

2）每个参赛队最多只能申报两名辅导教师。

3、不接受的申报：

1）项目内容和研究过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或者妨害

公共利益。

2）涉及有风险的动物、微生物，人体或动物离体组织、器官、血

液和其他体液的小学生研究项目。

4、申报材料

1）申报书：完整填写大赛组委会的申报书。

2）项目研究报告及附件：项目研究报告字数应不少于 2 千字、不

超过 1 万字，附件只提交研究报告中的辅助图片，其他附件材料只填报清

单，申报时不需要提交。入围终评的项目，必须在终评问辩现场向评委提

供原始实验记录、研究日志等相关附件材料，并现场展示项目研究报告中

提到的主要创新点。

3）演示视频（视频格式为 MP4、AVI、MOV 等，建议不超过 3 分

钟）

5、奖项设置

1）等次奖：设等次奖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占参赛队伍比

例 15%，二等奖占参赛队伍比例 35%，三等奖占参赛队伍比例 50%，颁发获

奖证书。

2）专项奖：专项奖由设奖单位进行表彰，颁发证书或奖品等。

6、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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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审原则：

大赛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评委，按照“三自”和“三性”原则进行评审。

（1）自己选题：选题必须是作者本人提出、选择或发现的。

（2）自己设计和研究：设计中的创造性贡献必须是作者本人构思、

完成。主要论点的论据必须是作者通过观察、考察、实验等研究手段亲自

获得的。

（3）自己制作和撰写：作者本人必须参与作品的制作。项目研究报

告必须是作者本人撰写的。

（4）创新性：指项目内容在解决问题的方法、数据的分析和使用、

设备或工具的设计或使用方面的改进和创新，研究工作从新的角度或者以

新的方式方法回答或解决了一个科学技术课题。

（5）科学性：指项目选题与成果的科学技术意义，研究方案、研究

方法的合理和正确性，依据的科学理论的可靠性等。

（6）实用性：指项目成果可预见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研究项目

的影响范围、应用价值与推广前景。小学生项目的评审重点考查项目研究

过程中对于探究式学习方法的应用。

2）评审程序

（1）资格审查：大赛组委会根据规则对所有申报项目材料进行资格

审查。审查过程中如发现项目申报材料存在问题或缺失，申报者可在组委

会规定的修改时间内对项目材料进行修改和补充，符合规则的项目可获得

参加初评的资格。

（2）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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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等级奖评审：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委，通过现场审阅材料和项

目路演，评选产生大赛各奖项。入围终评的项目须申报者本人参加终评评

审活动，如未参加终评的项目将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各组别前三名获

得“好创客奖”。

b.大众专项奖评审： 由大众通过酷创星球网络投票产生。

c.专项奖评审：由设奖单位单独评选或委托大赛评委会评选。

专项奖评审原则不得与大赛评审原则相悖。

3)发现参赛项目存在抄袭、研究工作作弊等问题，将取消作者参赛

资格。。

五、其他事项

1 . 所有获奖及入围的作品均由大赛组委会收藏，作品版权归参赛本人

所有，组委会拥有作品发表、展示、出版、宣传、印刷的权利。

2 .规则最终解释权归“酷创星球”全国青少年创客大赛组织委会所有。

附表：中国好创客大奖赛申报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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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中国好创客大奖赛申报信息表

说明：一张表代表一个作品申报

基

本

信

息

单位名称

申报者

1 寸免冠彩色近照

单位地址

参赛组别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年 级

项目名称

申 报 人 邮 箱

辅导老师 电 话

所

属

项

目

□ 科学 □ 技术

□ 工程学 □ 数学

□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 □ 人工智能

项

目

简

介

（不超过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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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申报者填报完成后在线打印申报表，按要求审核盖章后，将申报表扫描、上传至酷创星球竞赛平台。

作

品

创

作

思

路

（不超过 800 字）

学

校

意

见 学校（盖章）

直

属

单

位

意

见 直属单位（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