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 年“领航杯”南通市创客、人工智能竞赛指南 

 

竞赛项目设置及有关要求 

 

一、参赛对象 

各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南通市创客联盟成员校必须报名参加

至少一个项目。 

二、比赛项目 

创客普及赛：智慧物联（每队 1 人） 

创客现场赛：创意制造（每队 2 人） 

人工智能创意赛：优创未来（每队 2 人） 

参赛学校为单位报名，每校（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参赛队伍

数量不限，每队 1-2 人，每参赛队限报 1 名指导教师。 

三、竞赛措施 

1. 本届普及组项目分小学组和中学组，各参赛单位参赛队伍数量

不限，单个项目满 10 支队伍可参评南通市级团体奖项。参赛选手不可

兼项。 

四、嘉奖措施 

1. 各竞赛项目依照小学、中学分组别评奖并颁发证书，分设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 

2. 根据老师辅导参赛选手的总成绩，评选出南通市优秀辅导员。 

3. 根据参赛单位获奖总成绩，评选出团体冠、亚军，及团体一、

二等奖并颁发证书。 



五、报名方式 

XXX 年“XX 杯”南通市创客、人工智能竞赛报名表（样表） 

序号 组别 比赛项目 学校 姓名 1 姓名 2 指导老师 联系电话 

01 小学 人工智能 XX 学校 XXX XXX XXX XXXXXXXX 

        

各单位于 XXXX 年 X 月 X 日晚前将报名表（EXCEL 格式）发送至邮

箱电邮：jsntsunwei@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竞赛，参赛选手自带电脑、接线板和竞赛设备。本次竞赛不

收参赛费，午餐自行解决。未尽事宜，请于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孙

伟老师联系，电话：85158216 。 

创客、人工智能竞赛规则及有关要求 

一、创客普及赛 

1. 比赛报名 

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参赛单位的每支队伍由 1 个参赛选手，每支参赛

队限报 1 名指导教师。 

2．器材要求 

参赛器材一律使用 Arduino 开源硬件，不限制品牌参赛，参赛队携带笔

记本电脑、智能硬件和其它附件进入所在赛场，编程软件限用 Scratch 或

Python，入座后由现场工作人员检查器材是否为开源硬件。 

3．比赛要求 

①采用现场制作的方式，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使用相关器材，通过硬件

搭建、电脑编程，完成 3 个规定任务。 



②现场公布任务，在比赛开始前公布相关的任务，其中涉及到的传感

器和其他电子设备，参赛队应在赛前有所准备。 

③主要考核参赛选手对各种传感器和其它电子模块的组合应用能力，

现场搭建任务所需设备并利用编程技术完成指定的编程子任务。例如：制

作“光控一个呼吸灯”，即通过正确的硬件选择、连接、软件编程和调试，

最终实现“光控一个呼吸灯”的演示效果，即可得分。类似这样的任务，

共有 3 个。 

④完成所有任务之后，记录完成时间，开始演示所有任务效果，演示

时，硬件的正确选择是第一位的，接下来才是任务演示效果是否正确。 

4．比赛时间 

参赛选手须在 90 分钟内完成所有任务。 

5．评分方法 

“ 

②

 



6. 比赛注意事项 

学生自带笔记本电脑、接线板和比赛套装（散件），进入比赛现场，

按比赛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拼装调试和程序编写。 

 

 

二、创客现场赛 

创客项目是参与者在电脑辅助下进行设计和创作，制作出体现多学科

综合应用和创客文化的作品，并进行交流展示 

1、比赛报名： 

参赛单位的每支队伍由2个参赛选手，限报1名指导教师。报名时须提

交作品介绍的相关材料给组委会，进行初审。材料包括：人工智能创意应

用方案演示视频（视频格式为MP4、AVI、MOV等，建议不超过5分钟）、

作品的相关说明文档（包含至少5个步骤的制作过程，每个步骤包括至少1

张图片和简要文字说明）、硬件清单、软件代码等。全部文件压缩包大小

建议不超过100MB。 

初审通过的参赛队，才可进入最终的比赛环节。 

2、比赛要求： 

（1）采用现场制作的方式。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使用相关器材，通过电

脑编程、硬件搭建、三维造型设计等创作智能实物作品，如趣味电子装置、

互动多媒体、智能机器等。 

（2）现场设计与制作流程 

①现场结队：学生现场结队。 



②公布任务：现场公布任务主题和制作要求。 

③现场创作：根据现场任务，通过团队分工协作，共同创作完成一件

作品。 

（3）现场展示与交流 

各个团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展示其作品，专业指导教师根据学生每个

环节的表现给予指导意见。各团队之间进行经验交流、互动学习。 

（4）其他说明 

①每个团队由 2 人组成，团队内需要进行适当的分工，合理安排时间。 

②现场交流活动时间为 1-2 天，根据项目实际任务确定。现场任务将在

现场公布。 

③在设计与制作过程中，学生可自带笔记本电脑、相关设计软件、编

程软件和参考书籍资料等。 

④现场交流活动所使用的创客主要器材自备。 

⑤每个参赛队必须在规定时间 90 分钟内完成现场公布的任务作品； 

⑥参赛队伍需要使用存储设备可向现场工作人员申请，严禁自己携带 U

盘、移动硬盘和通讯等设备入场，一经发现即视为违规，可取消其参赛资

格和比赛成绩； 

⑦参赛队伍完成现场任务之后，由专业评审对其作品进行评分，在评

分的过程中，参赛选手可以对其作品进行必要的介绍和演示，协助评审更

好的理解作品。（评分标准如下） 

3、评分标准： 

（1）功能实现：实现所有功能； 



（2）作品效果：作品搭建符合结构设计，电路连接正确，程序运行稳

定。 

（3）整体完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品、作品符合现场公布任务的各

项要求。 

4、竞赛器材： 

参赛器材一律使用 arduino 开源硬件，参赛所需设备（计算机及程序软

件等）由参赛选手自备。 

竞赛作品所用装饰制作美工材料由参赛选手自备。 

 

 

三、人工智能创意赛 

 “人工智能创意赛”是指在电脑辅助下设计和创作，体现多学科综合应

用和创客文化的作品，并进行交流展示。 

1、项目设置 

比赛主题：    优创未来 

比赛任务：    现场制作、交流展示 

2、比赛报名： 

参赛单位的每支队伍由2个参赛选手，限报1名指导教师。报名时须提

交材料，包括：人工智能创意应用方案演示视频（视频格式为MP4、AVI、

MOV等，建议不超过5分钟）、相关说明文档（包含至少5个步骤的制作过

程，每个步骤包括至少1张图片和简要文字说明）、硬件清单、软件代码等。

全部文件压缩包大小建议不超过100MB。 

初审通过的参赛队，才可进入最终的比赛环节。 



3、竞赛方式 

采用团队合作的方式，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根据现场公布的现场任务

说明和要求，使用自带软、硬件器材，通过方案设计、硬件搭建、编写程

序、现场调试等初步实现本团队的人工智能创意应用方案，能够初步实现

相关功能和任务要求。 

现场任务主题在现场交流活动通知中另行说明。 

4、竞赛流程： 

每个团队根据现场任务对本团队的人工智能创意应用方案进行方案讲

解、动态演示，互动交流。 

（1）现场制作：根据组委会现场公布的主题，制作相关的人工智能创

意应用方案、可演示功能的作品。 

（2）团队展示：参赛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向专家评委介绍其应用方案，

展示其作品的功能。  

（3）技术答辩：参赛队需要接受专家评委的技术问询，回答与其作品

有关的问题。 

（4）综合评定：以上 3 个环节完成之后，才会进入由专家评委综合各

个环节表现按照评比指标对作品进行打分。 

5、评比指标 

1.思想性、规范性 

（1）作品契合主题，内容健康向上 

（2）设计方案完备，有作品功能、结构、相关器件使用等内容 

（3）制作过程中工具和相关器材使用规范；有详细的器材清单、作品

源代码注释规范 

（4）各功能实现的有效程度；作品的成品化程度，包括外观、封装，



及整体的牢固程度、人机交互等界面友好等 

2.技术创新性 

（1）功能、结构等具有新意，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2）功能细节实现方法有新意；功能设计能突破原有元器件的应用习

惯 

3.艺术性 

（1）设计具有美感，并能将美学与实用性相结合 

（2）作品具有一定想象力和个性表现力，能够表达作者的设计理念 

4.技术性 

（1）整体结构设计合理；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和复杂性 

（2）使用相关元器件等实现的硬件功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复杂性，

有技术含量 

（3）软件设计功能明确、结构合理、代码优化、易于调试 

5.团队展示与协作 

（1）能够很好的展现出作品的设计思路、制作过程和功能实现情况 

（2）团队协作分工明确、合理；团队成员充分参与、协作配合 

6、竞赛器材 

参赛器材一律使用 arduino 开源硬件，参赛所需设备（计算机及程序软

件等）由参赛选手自备。 

竞赛作品所用装饰制作美工材料由参赛选手自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