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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北斗创造美好生活”创意比赛规则 

1 背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简称北斗系统）是我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

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

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 

我国高度重视北斗系统建设发展，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发展道

路，形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2000 年年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中国提供服务；2012 年年底，

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20 年，建成北斗三号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 

从 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一颗北斗一号试验卫星成功发射，到 2020 年 6 月 23 日北斗三号最后一

颗全球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北斗系统的 55 颗卫星在太空翱翔。2020 年 7 月 31

日上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标志着北斗系统已经可以向全球提供应用服务。 

中国积极培育北斗系统的应用开发，打造由基础产品、应用终端、应用系统和运营服务构成的

产业链，持续加强北斗产业保障、推进和创新体系建设，不断改善产业环境，扩大应用规模，实现融

合发展，提升卫星导航产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北斗系统提供服务以来，已在交通运输、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测报、通信系统、电力调

度、救灾减灾、公共安全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融入国家核心基础设施，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危难时刻，北斗系统火线驰援武汉市火神山和雷神山医

院建设，通过利用北斗高精度技术，多数测量工作一次性完成，为医院建设节省了大量时间，保障抗

击疫情“主阵地”迅速完成建设，为抗击疫情贡献北斗智慧与力量。应用北斗系统的服务，我们的生

活会更加美好！ 

2 比赛概要 

2.1 比赛组别 

比赛按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三个组别进行。每个组别均进行地区选拔赛和全国比赛。每支

参赛队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不得跨组多次参赛。在地区选拔赛中，通过线上预选的参赛队进行

现场展演答辩，评出优秀作品，推荐进入全国比赛。在全国比赛中，参赛队进行现场展演答辩，评选

出一、二、三等奖。 

2.2 比赛主题 

参赛队以“北斗创造美好生活”为主题，在了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空服务能力的基础上，通

过观察生活，创想出某种北斗卫星的应用场景，通过动手制作和撰写方案等方式，将创意场景和工作

原理清晰地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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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意内容与任务 

小学组作品以北斗创意制作为主，辅以场景介绍说明，重点考察学生完成项目的制作过程和思

维过程、项目过程中对于北斗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探究式学习方法的应用。 

初中、高中组作品为创意方案结合设计制作，全面考察学生对航天北斗相关知识的理解、创新

点、动手实践能力、科学探究方法、文案撰写能力。 

作品应清晰描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创意应用场景中起到的作用。方案可以是基于北斗的创新

应用，也可以是利用北斗作为技术手段对某个场景的优化改造。 

鼓励学生利用掌握的创新实践技能，完成科技作品制作，或者对部分科技作品的原理进行工程

实践和技术验证。推荐使用生活中常用的各种工具和材料、学校实验室的创客工具、科学仪器和开源

硬件等，结合北斗定位设备来实现作品，制作过程和成品以照片的形式融入方案文档一并线上提交。 

评审专家根据方案创新性、科学性、规范性、工程性、艺术性进行评审。 

4 比赛规则 

4.1 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的网站报名参赛。地区选拔赛后，只有晋级队才有资格报名参加全国赛。 

4.2 参赛队应围绕本组别的创意主题，充分发挥想象力，依据科学原理，畅想对主题所涉及问题的多

种解决方案，通过分析形成本队的设计创意，并制作能证明本队方案正确性的演示模型。 

4.3 比赛分为预选赛和现场评审两个阶段，不参与任何一个阶段的参赛队将被视为自动放弃了比赛。 

4.4 各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时间前提交参赛材料。参赛材料是现场展演答辩前预选参赛项目的唯一

依据。 

a) 小学组的作品以北斗创意制作为主，辅以应用场景。应提交的材料形式为创意制作说明，文

档格式为 PDF，包含创意作品的清晰图片、创意作品的创意点、应用场景、设计制作过程等描述，文

字不少于 300 字。重点考察学生完成项目的制作过程和思维过程、项目过程中对于北斗相关知识的理

解和探究式学习方法的应用。创意作品必须包含北斗定位设备，并正确显示出位置、时间或速度等卫

星数据信息。 

b) 初中组的作品形式为创意作品和创新应用方案。应提交说明文档，格式为 PDF，字数不少于

1000 字，内容包括背景及意义、创新点、功能设计、制作过程或技术验证、总结展望，可根据作品

形式提交附件（如材料清单、设计文件等）。目的是全面考察学生对北斗系统相关知识的理解、作品

的创新点、动手实践能力、科学探究方法、文案撰写能力。创意作品必须包含北斗定位设备，并正确

显示出位置、时间或速度等卫星数据信息。 

c) 高中组的作品形式为创意作品和创新应用方案。应提交说明文档，格式为 PDF，字数不少于

2000 字，内容包括背景及意义、创新点、功能设计、制作过程或技术验证、总结展望，可根据作品

形式提交附件（如材料清单、设计文件、程序代码等）。目的是全面考察学生对北斗系统相关知识的

理解、创新点、动手实践能力、科学探究方法、文案撰写能力。创意作品必须包含北斗定位设备，并

正确显示出位置、时间或速度等卫星数据信息。 

4.5 参赛作品不得涉及保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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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通过预选的项目要进行现场展演答辩。参赛队应携带与作品相关的资料和制作的模型参与。参赛

队员应结合本队的作品和方案文稿，进行现场宣讲并答复专家评委提出的问题。参赛队在指定的时间

段内，所有队员均应在展台待命，不得任意缺席。评委根据方案质量、答辩情况对参赛队进行评价。 

4.7 参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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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小学组参赛作品尽

量利用环保、可再生材料或平时课外活动的手工材料进行设计和搭建，力求节省成本，避免比赛的成

人化倾向。提倡在初、高中组参赛作品中适当采用自制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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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每支参赛队由不多于 2 名的学生和不多于 2 名指导教师组成，每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参赛队。学

生必须是截止到 2022 年 6 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现场布展和评审阶段场馆均封闭，仅允许学生队

员在场，指导教师不得入场。 

4.9 参赛队员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地处理在比赛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自尊、自重，友善地对待

和尊重队友、对手、志愿者、裁判员和所有为比赛付出辛劳的人，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健全人格和

健康心理的人。 

5 评分标准 

评委将根据创意作品和相关材料进行评价，从作品创新性、科学性、规范性、工程性、艺术性

（仅小学组）等方面综合评分，对参赛队在现场问辩中的表现给予加分。对于不同组别会各有侧重，

详见表 1~3。 

a) 创新性：自己选题、自己设计和研究、自己制作和撰写，无抄袭行为。项目内容在解决问题

的方法、数据的分析使用、设备或工具的设计或使用方法方面的改进或创新，研究工作从新的

角度或者以新的方式方法回答或解决了一个科学技术课题。 

b) 科学性：作品所展现的科学概念、知识、原理准确无误，无科学性错误，研究方案、研究方

法合理正确。 

c) 规范性：指提交的方案文档语言逻辑清晰，语句通顺，符合一般科技创新应用方案的格式和

字数要求，无明显文字表述性错误。 

d) 工程性：作品制作过程中，制作流程规范性合理性；制作作品的复杂程度、完成程度和工作

量；开发工具使用的难易程度、合理性。 

e) 艺术性：作品结构合理，颜色搭配和谐，美观。 

表 1 小学组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创新性 无抄袭，与其他选手作品无雷同，构思新颖，设计、制作方法独特 

2 科学性 
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应用场景中起到的作用描述准确无误 

作品所展现的科学概念、知识、原理准确无误 

3 规范性 文档中逻辑清晰，语句通顺，字数不少于 300 字，无明显文字表述性错误 

4 工程性 
文档中说明了制作流程，且合理规范 

制作难度和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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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作品完成程度和制作工作量 

5 艺术性 作品结构合理、美观，颜色搭配和谐 

6 现场表现 语言得当，条理清晰，逻辑正确，展示资料齐全，演示顺畅 

 

表 2 初中组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创新性 
无抄袭，与其他选手作品无雷同，构思新颖，设计、制作方法独特，解决问题、数

据分析、设备或工具使用等方面有创新 

2 科学性 
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应用场景中起到的作用描述准确无误  

作品所展现的科学概念、知识、原理准确无误 

3 规范性 文档中逻辑清晰，语句通顺，字数不少于 1000 字，无明显文字表述性错误 

4 工程性 

文档中说明了制作流程，且合理规范 

制作难度和复杂程度 

制作作品完成程度 

制作中使用开源编程等难度较高的设计工具且有一定工作量 

5 现场表现 语言得当，条理清晰，逻辑正确，展示资料齐全，演示顺畅 

 

表 3 高中组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创新性 
无抄袭，与其他选手作品无雷同，构思新颖，设计、制作方法独特，解决问题、数

据分析、设备或工具使用等方面有创新 

2 科学性 
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应用场景中起到的作用描述准确无误 

作品所展现的科学概念、知识、原理准确无误 

3 规范性 文档中逻辑清晰，语句通顺，字数不少于 2000 字，无明显文字表述性错误 

4 工程性 

文档中说明了制作流程，且合理规范 

制作难度和复杂程度 

制作作品完成程度 

制作中使用开源编程等难度较高的设计工具且有一定工作量 

5 现场表现 语言得当，条理清晰，逻辑正确，展示资料齐全，演示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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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赛作品格式规范 

附.1 页面要求 

A4 页面。页边距：上、下各 25.4mm，左、右各 19.1mm。正文采用小四号宋体，标准字间距，

单倍行间距。不设置页眉，页码位于页面底部居中。 

附.2 图表要求 

插图按序编号，并加图题（位于图下方，小四号黑体）。图中文字用五号宋体；坐标图的横纵坐

标应标注对应量的名称和符号/单位。 

表格按序编号，并加表题（位于表上方，小四号黑体）。 

附.3 字体字号要求 

题目宋体，四号，加粗，居中 

 

（标题与正文之间空一行） 

一级标题 左对齐，宋体小四号字，加粗 

正文为宋体五号字，正文首行缩进、单倍行距 

二级标题 左对齐，宋体小四号字 

三级标题 左对齐，缩进 2 个字符，宋体五号字，加粗 

插入图片中文字，宋体，五号，居中 

图题及表题，黑体，小五号，居中 

表格中描述性文字，宋体，小五号，左对齐或两端对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