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创意展示项目规则 

1. 关于人工智能创意竞赛 

2003 年《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的选修模块中就将人工智能作为 6 个选修内容之一。2017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也提出在我国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2022 年

4 月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标》）首次将人工智能作为初

中阶段学生的学习内容，同时《课标》要求让不同阶段的学生体验人工智能在生活中的应用。2023 年 5 月，

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根据意见要求北京市要求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校、北京学生金鹏科技团等高水平学生科技社团建设。在以上背景下，本届海淀

区人工智能展示活动中第一次增加了人工智能创意展示项目。本项目希望在校中小学生人工智能、电子信

息爱好者，在学校、家庭、校外科技工作室或科技实验室等的指导下，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进行人工智能

科技项目的创意、设计、编程与制作，最后提交相应实体作品参加展示。 

人工智能创意展示项目对于培养学生学习与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与控制、和机械工程技术等，

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思维潜能，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极为有益。 

 

2. 本届主题——“新质生产力与我的生活” 

2.1 主题介绍 

2023 年 9 月 7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首次使用了

“新质生产力”这一表述。新质生产力是指在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下，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升生产效率，

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一种新型生产力。这一本土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要素。而人工智能技术经过了近 70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促进新质生产力生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一届人

工智能创意展示项目的主题定为“新质生产力与我的生活” ，旨在促进青少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新质生

产力并提升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使同学们在探索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融合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核心

素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参赛队要大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围绕本主题进行作品设计、制作的过程

中，享受人工智能技术带给你的惊奇与创造美好生活带给你的喜悦，进入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的时代。 

 

2.2 选题范围 

生产力这一词语对于中学同学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提高生产力，改

变生产关系的历史。在道德与法治课上我们学习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通

俗讲新质生产力就是通过创造和使用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

最大程度的提高资源配置的效果和效率，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我们希望选手们通过学习和创造

性的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制作出能够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方便、更加环保、更加高效的科技作

品。在设计和制作作品的过程中选手们要着重体会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体会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升自身核心素养的积极意义。 



2.3 新质生产力在生活中的应用 

前面已经阐述过凡是能够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提

高提升生产力水平的都可以称为新质生产力。可以说新质生产力涉及我们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

面，为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列举几个人工智能在促进新质生产力方面的应用，供同学们参考。 

2.3.1 黑灯工厂 

 

图 1：比亚迪合肥超级工厂 

黑灯工厂又被称为智慧工厂，从原材料到成品主要由智能机器人或自动化设备按照系统指令自行完成，

相关的生产、存储、搬运、检测环节往往无须人工操作。“黑灯工厂”减少了大量人力成本投入，大大提升了

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由于采用了诸多高度自动化的设备、技术、工艺，这类工厂中的自动化生产线基本上

“全年无休”，生产过程中无须人工干预。这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缩短了交货周期。比如，

如图 1 所示的比亚迪合肥超级工厂，多项关键工序实现 100%自动化，在数百个智能机器人协作下，平均每

两分钟即下线一辆成品车，生产效率是以往的数倍，生产效益极大提升。 

 

2.3.2 5G 云代驾 

 

图 2：百度阿波罗的“5G 云代驾”控制室 



如图 2 所示，在百度阿波罗科技公园 5G 云代驾大厅内，云领航员坐在座椅上，前方是方向盘和三个大

屏幕，实时掌握着自动驾驶车辆的情况……就在今天，解决自动驾驶安全“最后一公里”难题的百度 Apollo 5G

云代驾首次公开亮相。“通过国内普遍部署的 5G 作为基础设施，实现了 5G 云代驾，在车辆阻塞遇困的场景

下，能够通过远程平行驾驶实现脱困，在无人化的条件下保证安全送达。当前，在北京经开区，主驾有安全

员的自动驾驶模式已经相对成熟，依托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优势，阿波罗公司率先开展了自动驾

驶主驾无人阶段的测试，在这一阶段就需要 5G 云代驾的介入来为安全护航。未来，真正车内无人的阶段，

5G 云代驾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百度 Apollo 已经在中国 30 个城市进行道路测试，并在北京、广州、上

海、长沙等六个城市开放了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用户评价给出了 95%以上的五星满意度。 

 

2.3.3 农业物联网 

 

图 3：智慧大棚系统框图 

农业物联网，即通过各种仪器仪表实时显示或作为自动控制的参变量参与到自动控制中的物联网。可以

为温室精准调控提供科学依据，达到增产、改善品质、调节生长周期、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农业物联网一

般应用是将大量的传感器节点构成监控网络， 通过各种传感器采集信息， 以帮助农民及时发现问题， 并

且准确地确定发生问题的位置， 这样农业将逐渐地从以人力为中心、依赖于孤立机械的生产模式转向以信

息和软件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从而大量使用各种自动化、智能化、远程控制的生产设备。如图 3 所示，以智

慧大棚系统为例，它运用物联网系统的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PH 值传感器、光照度传感器、CO2 传感

器等设备，检测环境中的温度、相对湿度、PH 值、光照强度、土壤养分、CO2 浓度等物理量参数，保证农

作物有一个良好的、适宜的生长环境。远程控制的实现使技术人员在办公室就能对多个大棚的环境进行监

测控制。采用无线网络来测量获得作物生长的最佳条件。 

 



2.3.4 智慧教室 

 

图 4：智慧教室功能示意图 

如图 4 所示为智慧教室的功能示意图。智慧教室是一种典型的智慧学习环境的物化，是多媒体和网络

教室的高端形态，它是借助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和智能技术等构建起来的新型教室，该新型教室包括有

形的物理空间和无形的数字空间，通过各类智能装备辅助教学内容呈现、便利学习资源获取、促进课堂交互

开展，实现情境感知和环境管理功能的新型教室。智慧教室旨在为教学活动提供人性化、智能化的互动空

间；通过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结合，本地与远程的结合，改善人与学习环境的关系，在学习空间实现人与

环境的自然交互，促进个性化学习、开放式学习和泛在学习。 

以上 4 个例子只是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在形成新质生产力上的几个常见应用，选手可以充分结合自

己日常的学习、生活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设计和制作出更多的新颖的作品。 

3. 比赛规则 

3.1 分组  

比赛按小学组、中学组、高中组三个组别进行。参赛队应该在赛前完成参赛作品的制作和搭建，届时携

带作品赴现场，比赛的内容为作品展示和交流问辨。 每支参赛队的参赛人数为不多于 3 名学生和 1 名指导

教师。参赛学生必须是截止到 2025 年 6 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现场正式布展和评审阶段场馆均封闭，仅

允许学生选手在场。 

3.2 参赛作品的器材要求 

     参加竞赛的创意科技作品，除不得选用污染环境、有害健康的器材外，原则上不限定器材，鼓励选手

使用国产、开源软、硬件制作作品。器材选用应力求节省成本，且作品的创意、设计、搭建、编程应由学生

独立或集体亲身实践和完成，避免比赛的成人化倾向。 

3.3 参赛创意展示作品应该体现以下七个要素： 

1) 作品创意的出发点应该是出自学生自身调查研究的结果； 

2) 符合本次展示活动主题，正确体现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 

3) 在契合主题的前提下，作品演示的完整性和创意的新颖性； 



4) 科学性和一定的研究制作工作量；  

5) 研制过程和作品成果均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性； 

6) 在制作作品的过程就要体现环保意识； 

7) 规范的申报材料。 

 

3.4 人工智能创意展示作品的评分规则 

人工智能创意展示作品按照表 1 所示的六项标准评分。 

表 1：人工智能创意展示作品评分表 

 项目 细目 权重 

作 

品 

评 

分 

标 

准 

目标与创意 
目标明确，契合主题，选题有新颖性，作品具有特色，有一 

个或多个创新点 
30% 

研究报告 
1.研究报告所涉及的资料完整、按时、规范  

2.工作量适当，由学生独立或团队合作完成 
15% 

设计与制作 
1.作品结构合理巧妙，制作精良  

2.作品的完整度、可靠性高 
25% 

现场展示 

1.现场操作娴熟、作品演示过程可靠、完整  

2.展板内容简明，版式富有创意，视觉效果好  

3.陈述清晰，问辩回答正确，能反映对创意的深入理解 

20% 

团队协作 
1.团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团结协作  

2.项目成果由团队集体合作完成 
10% 

 

3.5 奖励 

按照高中、初中、小学的三个组别分别冠、亚、季军颁发证书，其它参加展示活动的队伍获得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