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市第十届中小学机器人大赛暨首届人工智能大赛 

小手拼出大世界规则 

小手拼出大世界项目旨在为少年儿童提供更全面、更有趣味

的科技学习与挑战平台，帮助儿童通过动手实践锻炼发展跨学科

综合素养，并进行交流展示。其活动方案如下： 

一、项目设置 

项目名称 
小学组低段 

（一到三年级） 

小学组高段 

（四到六年级） 

小手拼出大世界 ● ● 

二、作品形态界定 

项目旨在锻炼学生观察生活和问题解决的能力，突出创新、

创意和动手实践，不鼓励依赖高端器材或堆积器材数量。通过合

理的结构设计、科学的元器件使用、恰当的技术运用、有效的功

能实现，完成作品创作。 

三、作品主题 

“未来筑城” 

参赛作品首先要凸显科学主题，必须是面向筑城未来，要有

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市的“新元素”。是贵

阳未来设计。类型不限，参赛选手凭借自己创意用任何材料搭建，

设计智能智慧筑城，运用丰富的设计手段呈现筑城治理现代化，

展现筑城智慧交通、智慧市政、智慧旅游、智慧社区等愿景，让

筑城变得更“聪明”更智慧。 

四、项目安排 

各区（市、县）科协、教育局，各中小学校推报。学生参赛

作品可由个人或集体形式带到竞赛指定地点（竞赛地点另文下

发），竞赛时间暂定为 10月。 

五、参赛要求 



1.参赛名额。小手拼出大世界项目作品数量按照大赛报名文

件执行，每队限报 2-3人（小学组低段 3 人，小学组高段 2人）；

每个选手限报一项，每队限报 1名指导教师。 

2.作品原创 

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无版权争议。若发现涉嫌抄袭或侵犯

他人著作权的行为，一律取消评奖资格。如涉及作品原创问题的

版权纠纷，由申报者承担责任。 

3.创新创造 

作品主题鲜明，创意独特，表达形式新颖，构思巧妙。 

4.结构设计 

作品大小不限，结构巧妙，活用日常中所学的知识，能结合

机械结构更佳。 

5、展现对未来筑城的幻想 

作品应尽可能呈现筑城的未来形态，设计要承载想象与期

待，让科技的进步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影响筑城未来的规划和

建设，让未来的筑城充满可能性。 

6.艺术审美 

搭建作品外形美观、姿态自然、色彩丰富。 

7.参赛作品的著作权归作者所有，使用权由作者与主办单位

共享，主办单位有权出版、展示、宣传参赛作品。 

8.不得创作违反国家相关法律的作品及辅助资料，一经发现

立即取消资格。 

9.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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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答辩，回答专家提出的问题。 

 

 



六、现场评审 

现场评审组有 5个专属的评委。每个队伍有 10分钟的专属

时间，包括以下内容： 

（1）5 分钟的个人演讲（作品创作过程中的知识、技能和

感悟）； 

（2）5 分钟的答辩：由评委对选手进行提问； 

（3）评委评分：评委将独立填写评分表格，且不向评审循

环组的其他人展示评分结果。 

最终得分由 5位赛事评委分别独立打分，最终计分为去掉一

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后，剩余的三个分数取平均分。 

七、参与资格审定 

如有以下情况，取消本次活动参与资格，情节严重者取消学

生和指导教师 1-3 年的参与资格。 

1.作品有政治原则性错误； 

2.存在指导教师代替学生完成作品制作的情况； 

3.其它弄虚作假行为。 

 

 

 

 

 

 

 

 

 

 

 

 



附表 1 

“小手拼出大世界”评分表 

评分项 评分说明 分值 得分 

作品主题 

30分 

作品是否按照大赛命题制作。  10 
 

作品设计创意独特，表达形式新颖，构思

巧妙。 
10 

 

作品涉及的相关知识点正确无误。 10 

 

外观结构设计 

30分 

作品结构巧妙，在外观上对主题特征的符

合性 
10 

 

活用日常中所学的知识，合理使用机械结

构设计主题的习性以及其状态 
20 

 

 

 

 

展示答辩 

40分 

能够清晰简洁地回答评委的问题 10 
 

能够清晰解释作品搭建的基本原理 10 
 

对作品的改进有非常丰富的想法 10 
 

参赛学生对自己参赛作品所涉及的学科知

识，有比较丰富的理解 
10 

 

总分：100 分 合计  

 

 

 

 

贵阳市第十届中小学机器人大赛暨首届人工智能大赛 

组委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