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人创意比赛规则

一、关于机器人创意比赛

机器人创意比赛是组织在校中小学生，在学校、家庭、校

外机器人工作室或科学实验室等，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按照

主题要求进行作品的创意、设计、编程与制作，最后提交机器

人实体作品。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机器人探究项目，培

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动手实践能力，激发学生对科学技术以

及机器人研究应用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此项体验式教

育活动能够激发中小学生自主创造和学习的热情，推动中小学

生工程教育，挖掘未来工程师、创新型领袖人才的潜质。为未来

科技的发展储备人才！

二、主题—“逐梦星空”

（一）主题简介

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从1956年起步，从无到有，从有到精，

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留下了属于中国的璀璨印记。进入

21世纪，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突飞猛进！

天宫空间站：就像是太空中的一座宏伟城堡。它的建成，是

衡量国家科技、经济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预计国际空间站退

役后，天宫空间站将成为全球唯一一座空间站，那时候，它将成

为各国宇航员向往的“太空家园”。

嫦娥探月工程：分为“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建立月球

基地”三个阶段。嫦娥五号成功带回月球样品，这可是了不起的



成就，实现了中国航天五大首次技术突破。仿佛嫦娥仙子带着我

们的梦想，在月球上翩翩起舞。

北斗卫星：1994 年北斗一号系统建设正式启动。北斗系统

从无到有，从有源定位到无源定位，从服务中国到服务亚太，再

到全球组网的发展历程。

天链卫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具有全球覆盖能力的中继

卫星系统的国家。天链卫星就像一座空中桥梁，连接着地球与太

空，让信息在天地之间畅通无阻。

天问一号：实现从地月系到行星际探测的跨越，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辉煌成就。

2024年10月中国科学院、国家航天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联合发布《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2050年）》，

在未来25年时间内不断取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原创

成果，实现空间科学高质量发展，带动空间技术创新突破，促进

空间应用升级换代，跻身国际前列，成为空间科学强国。本届机

器人创意比赛可以围绕载人航天、星球探测、北斗卫星、太空机

器人等方向，模拟特殊环境中的应用需求和场景。旨在激发青少

年逐梦星空、探索星际的热情！播撒飞天逐梦的种子，通过大赛

活动普及航空航天、卫星导航知识，为青少年提供展示自己想象

力和创造力的舞台！比赛分为设计、搭建、展示三个环节。

（二）作品参考实例

本规则提供的作品参考实例，展示了现实当中已经进行生产

并投入使用的相关设备，参赛选手可以通过本次创意比赛设计出

更具有创意性的作品。



1.月球车

玉兔号月球车设计质量137千克，能源为太阳能，能够耐受

月球表面真空、强辐射、零下180摄氏度到零上150摄氏度极限温

度等极端环境。月球车具备20度爬坡、20厘米越障能力，并配备

有全景相机、红外成像光谱仪、测月雷达、粒子激发X射线谱仪

等科学探测仪器。

2.卫星地面站

地面站是卫星通信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面站的基

本作用是向卫星发射信号，同时接收由其他地面站经卫星转发来

的信号。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是为全国提供卫星遥感数据及空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9%81%A5%E6%84%9F%E5%8D%AB%E6%98%9F%E5%9C%B0%E9%9D%A2%E7%AB%9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遥感信息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公益性装置，也是我国对地观测领

域的国家级核心基础设施。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作为国际资源卫

星地面站网成员，是世界上接收与处理卫星数量最多的地面站之

一，数据分发服务量居于世界前四位。

（三）选题

参赛队应明确机器人需要具备的三个根本属性：

1.具有实施操作的本体结构；

2.具有智能和感知能力；

3.具有作业功能。

本届比赛的作品必须具有这三个基本属性，同时又将它们的

应用限制在航空航天、卫星导航、太空机器人的范畴内。创意的

重点不宜以主题背景编造故事或者情节，这样做反而会弱化了作

品的创新点，要着力表现作品特殊的要素、内涵、结构，以及内

在蕴含的科学原理。

参赛选手应该在充分理解比赛主题涵义和选题范围的基础

上，经过课题研究确定作品的制作方案后，再进入课题的实施阶

段。一定要让自己所选择的项目贴合主题，在此前提下，围绕自

己最有心得的或者最感兴趣的机器系统抒发创意，表达创新。创

新点不必贪多，突出一个或两个即可，避免精力陷入编排故事、

构造情节的误区。

同一个作品不得报送多个大赛项目，也不提倡将往届比赛的

获奖作品做没有较大幅度的改进创新再次报送本大赛。

三、比赛规则

（一）比赛组别



比赛按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三个组别进行。每支参赛队

的参赛人数为1-3名参赛选手和1名指导教师。参赛选手必须是在

校的学生。每名参赛选手限参加1个赛项、1支队伍。团队成员分

工由团队成员自行商定。

（二）参赛作品的器材要求

参加竞赛的作品，具有智能和感知能力，主控需集成北斗定

位模块，通过 OLED屏实时显示经、纬度和时间，使用安全、便

于制作作品。也可以使用自制材料用于美化装饰外观，不得使用

污染环境、有害健康的器材，本次大赛原则上不限定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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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独立或团队亲身实践完成，严禁直接采购成品参加本次比赛，

避免比赛的成人化倾向。

（三）参赛作品应该体现的要素

机器人创意的出发点应该是出自学生自身调查研究的结果，

研制过程和作品成果均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性。符合创意比赛的主

题，正确体现作品的内涵，保证作品演示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创

意的新颖性，制作作品的过程要体现环保意识。

（四）参赛流程

1.申报

机器人创意比赛参赛队按大赛组委会规定的方式和时间进

行报名，报名成功的选手先参加地方各阶段选拔赛，入围省赛选

手经现场评审，确定一、二、三等奖，入围但未能到达决赛现场

参赛的选手视为弃权，不予评奖。

电子申报材料的内容包括：



（1）机器人创意比赛项目申报表1份；（模版见附件2）

（2）机器人创意比赛项目研究报告1份；（要求见附件3）

注：该报告的文字与图表（外观图、结构图、原理图等）共

计不超过5页。另附作品过程性彩色照片及说明，照片数量不超

过5幅。

（3）项目研发所需材料清单1份；（自行制作）

（4）项目运行的完整程序；（不限制程序设计使用的语言）

注：电子申报材料需打包压缩以压缩包(队员名字命名)的形

式在报名系统中进行提交，提交截止时间以各地组委发布为准。

2.审查

是否按时、完整、规范地提供上述材料，将作为申报作品资

格审查的重要依据。竞赛组委会将根据申报资料对参赛作品进行

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的作品才被允许进入省赛阶段。凡未达

到合格要求者，将被视为申报作品资格审查不合格，而取消参加

省赛的资格。

3.布展

参赛队要为各自作品制作一块120cm（高）、90cm（宽），

竖用的作品展示板，可折叠携带，供展示使用，各参赛作品的展

台面积不超过2平方米。

4.作品的搭建与调试

在正式展示和问辩前，组委会安排一定时间供参赛队布展、

组装和调试作品。参赛队应该在赛前完成参赛作品的制作和搭

建，届时携带作品到达现场，比赛的内容为作品展示和交流问辩。

现场正式布展和评审阶段场馆均封闭，仅允许参赛队员在场。



参赛队可自带便携式电脑。参赛选手在进入赛场前应将自己

的手机、无线路由器、无线网卡等通信设备交本队的指导老师或

家长保管。指导老师或家长不得进入赛场。现场需要携带机器人

创意比赛项目申报表、机器人创意比赛项目研究报告、项目研发

所需材料清单纸质版，参赛选手有30分钟准备时间，问辩前不得

再次修改程序和硬件设备。参赛选手在准备区不得上网和下载任

何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与指导老师或家长联系。

5.现场展示和问辩

机器人创意比赛包括作品展示、评审小组材料查阅和现场问

辩。评审小组由组委会选聘机器人教育领域专业老师组成。现场

展示问辩要求如下：

（1）问辩阶段，所有参赛选手均应在展台待命，不得任意

缺席。

（2）除参赛学生选手外，其他人均不得进入场区，由评审

专家前往各展台逐一评审。其间，每项作品有5分钟的讲解与演

示时间，5-10分钟的提问交流时间。

（3）问辩结束后，不得提前撤展，参赛作品全程展示，如

果缺席现场封闭问辩，将取消最终成绩。

注：展示过程中，若作品出现故障，经现场评审小组同意后，

允许参赛选手简单维修作品重新展示一次（每支参赛队最多只能

重试一次）。

注：本项目规则最终解释由山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组委会

负责。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比赛过程中评审有最终

裁定权，凡是规则中没有明确的事项由评审组决定。



附件1：机器人创意比赛作品的评分表

附件2：机器人创意比赛作品申报表

附件3：研究报告撰写建议



附件 1：

机器人创意比赛作品的评分表
评分标准 评审分值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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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社会性和典型性，解决方案有

可行性。

最高20分
□优秀（20—16）
□良好（15—10）
□一般（9—6）
□较弱（5—0）

材料描述

规范严谨

性

工作量适当，由参赛选手独立或团

队合作完成。作品申报的资料完整、按

时、规范，内容撰写准确，充实，具有

科学严谨性。

最高10分
□优秀（10—8)
□良好（7—5)
□一般（4—3)
□较弱（2—0)

设计制作

作品结构合理巧妙，制作精良，能

验证创意的可行性，具有实施操作的本

体结构，作品的完成度具有一定的工作

量。无污染环境、有害健康的材质。

最高20分
□优秀（20—16）
□良好（15—10）
□一般（9—6）
□较弱（5—0）

功能实现

具有智能和感知能力，主控需集成

北斗定位模块，通过OLED屏实时显示

经、纬度和时间，使用安全、便于制作

作品。

最高30分
□显示经纬度和时间

（30）
□显示时间（10）
□未显示（0）

现场展示

现场展示操作娴熟、机器人演示过

程完整。现场展板介绍内容简明，版式

富有创意，视觉效果好。现场陈述清晰，

问辩回答正确，能反映对创意的深入理

解。

最高10分
□优秀（10—8)
□良好（7—5)
□一般（4—3)
□较弱（2—0)



团队协作
团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团结协

作。项目成果由团队集体合作完成。

最高10分
□优秀（10—8)
□良好（7—5)
□一般（4—3)
□较弱（2—0)

总 分

队员

签字

评审专

家签字



附件 2：

机器人创意比赛作品申报表

项目名称：

申报选手：

学校全称：

指导教师：

□ 小学组参赛作品

□ 初中组参赛作品

□ 高中组（含中职）参赛作品

重要提示：以上信息请申报者认真核实，证书以此为准。



机器人创意比赛作品说明

选手

选手姓名 性别 所在年级 身份证号

教师
教师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学校
学校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参赛

作品

简介 作品创意说明（简要介绍作品内容，创意来源，表达的主要含义等，

最多 300字）

作品

特色

（最多 200字）

其他

需要

说明

的情

况

（最多 200字）



我（们）在此确认并承诺，已仔细阅读大赛指南及项目相关要求，了

解其含义并将严格遵守。

单位（公章）：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原创声明：确认本作品为本人（团队）的原创作

品，不涉及和侵占他人的著作权；同意作品出版

权等公益性应用权属省组委会。

□同意 □不同意

作者签名：



附件 3：

研究报告撰写建议

为培养参赛选手表述自己所做工作的能力，同时认识到研究

报告的重要性，建议按照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撰写：

1.每份研究报告应包含标题、摘要、关键词、问题的提出、

相关工作介绍、作品描述、实验结果与分析、结论、参考文献等

几部分。

2.标题。它是项目的名称，一般是名词性短语。标题要突出

作品的目标和/或特色，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也要注意别夸

大其词。例如，作品中明明达不到大数据的规模，一定用一个大

数据的修饰语，这样就会适得其反，因为科学论文或报告，是非

常强调客观真实性的。

3.摘要。写摘要的目的是提供研究报告的内容梗概，不加评

论和补充解释，简明扼要。其基本要素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

果，也就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和范围，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得出的

结果和重要的结论。摘要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创意项目研究报告

的摘要，应重点说明创意的新颖性。

4.关键词。关键词是直接从项目名称、小标题、正文或摘要

里抽取的与研究报告内容密切相关的部分重要词汇。正确选用关

键词给文档的储存和检索带来极大的方便。选用的关键词不要太

多。

5.问题的提出。每个创意作品都会有它的思想源泉，这里可

以简明平实地介绍你是怎样想到这个创意的。切忌篇幅过长、文



学化地讲故事，因为研究报告讲求客观性，篇幅过长就会喧宾夺

主，后面的作品描述，实验结果与分析才是报告的重点。

6.相关工作介绍。每个创意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往往它们都

是建立在一些相关工作的基础上。在分析创意期间，通常需要做

一下查新的工作，了解是否已经有过类同的工作，通过对文献的

阅读，可以开阔自己的思路，也便于对自己创意作品把握特色。

7.验证作品描述。机器人作品是对创意设想可行性的验证手

段，要说明创意是奇思妙想而不是胡思乱想。这部分是报告的重

点，参赛队应清楚详实地描述自己作品的基本构成，功能特色等，

要图文并茂，条理清楚。

8.实验结果与分析。验证作品完成后不进行任何实验是非常

可惜的。为了验证创意的可行性，需要设计相关的实验内容，记

录实验数据，通过对量化数据的分析，得出相关的实验结论。实

验的组数越多，越全面，你的创意作品的可靠性就越高，结论的

可信性就越大。

9.结论。这部分是对整个创意过程所得到的一些结论性论断

的扼要总结。

10.参考文献。你的研究过程肯定受到了很多文献信息的影

响，这里列出它们是对前人工作的感谢与致敬。这里包括书籍、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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