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市第十届中小学机器人大赛暨首届人工智能大赛 

创意智造规则 

创意智造项目是参与者通过简单的人工智能应用模块搭建、

设计，初步实现人工智能创意应用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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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以上） 
初中 

高中 

（含高职） 

创意智造 ● ● ● 

注:表格中打“●”代表该组别设置对应项目。 

二、项目主题及形态界定 

近几年来，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

扩大。研究范围包括了机器学习、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视觉、

自动程序设计、感知系统等多方面内容。语音识别、TTS、人脸

识别、目标检测、问答系统、运动控制、多传感器融合等人工智

能技术，在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金融、远程医疗等多种综

合应用案例中广泛应用。 

项目主题：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金融、远程医疗等。 

项目旨在让学生了解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知识和主要算法，

学习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案例，并结合自身的生活实际，以改善

人们生活品质为目的，初步实现自己的人工智能创意应用方案，

利用如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智能语音、计算机视觉、自定

义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突出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解决，初步

探索人工智能领域的奥秘。创作中强调人工智能在社会生活各方

面的创新性应用，如智慧社区、智慧农业、智慧交通等。 



三、项目安排 

各区（市、县）科协、教育局，各中小学校推报。学生前往

竞赛指定地点（竞赛地点另文下发）参加现场制作，竞赛时间暂

定为 10月。 

四、参赛流程和要求 

1.参赛名额。创意智造项目参赛名额按照大赛报名文件执行，

每队 2人，每队限报 1名指导教师。 

2.现场抽签组队 

参赛选手现场签到并抽签，4人一队，合作完成比赛。 

3.现场培训 

比赛开始前，针对相关器材、任务内容、注意事项等进行现

场培训。 

4.现场设计与制作 

（1）公布任务：现场抽取并公布任务主题。 

（2）每支队伍 4人。 

（3）现场制作任务：在规定时间内，根据现场公布的主题

任务，学生设计应用场景、使用自带及组委会提供的软硬件器材，

通过方案设计、硬件搭建、编写程序、数据采集训练、现场调试

等完成人工智能创意应用作品。 

搭建完成的作品必须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如具备人脸识别、

图像识别、物体分类、颜色识别、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手势识

别等，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完成规定任务。 

5.现场展示与答辩  

各个队伍展示与答辩时间为 5分钟，鼓励多种形式进行作品

展示。 

五、电子元件要求 

现场决赛场地及辅助器材由组委会提供。 

参赛选手可自带人工智能模块及器材（主要包括视觉识别、



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无线通讯、主控制器、传感器与执行器等，

禁止携带成品或者组装件）。 

六、其它要求 

1.提倡使用国内自有知识产权的编程软件或工具。现场可申

请连接互联网（只允许远程调用，否则视为作弊，例如查阅资料

和他人联系等）。 

2.学生需自带笔记本电脑(安装好所需软件)、插线板、外观

制作原材料、参考资料、常用工具、安全防护用品、手机或平板

电脑（需拆除 SIM 卡）、U 盘或 SD 卡、算力设备（如外置 GPU、

算力棒等），算力设备不能用于作品制作。 

3.提倡作品体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解决实际问题，符合

常理。要有一定的美感，不能是简单的主控板与多个传感器的叠

加。 

 

七、评价指标 

1.选题(10 分) 

具有清晰而明确的目标；清楚指出自己的项目在学科中的贡

献；选题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或实现。 

2.项目设计与方法选取(15 分) 

良好地设计了项目的计划和数据收集方法；项目正确地定义

了项目中的变量的控制，对照实验的设计正确而全面。 

3.项目执行、分析与解释(15分) 

清晰地给出了推理的过程及具体的公式推导过程；正确使用

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算法；系统性地完成了数据的采集与分析；

对实验过程有清晰的表述。 



4.创新性(20分) 

项目从一个或多个角度是显著新颖的，包括提出的问题或者

使用的方法。 

5.展示答辩(25分) 

能够清晰简洁地回答评委的问题；能够清晰解释项目背后的

基本原理；能够理解自身项目或者结论的极限；能够说明和分辨

项目过程中，哪些是他人的贡献，包括指导教师，前继项目等，

哪些是自己的贡献。 

6.学生素养(15分) 

对自己参与项目所在学科知识有比较丰富的理解；对项目的

改进有非常丰富的想法；对同业的最新研究进展有一定的了解。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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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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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