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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创造美好校园”比赛规则 

一、比赛背景 

学校是广大青少年学习成长的重要场所。“北斗创造美

好校园”通过在校园中开展北斗科技活动、学习北斗知识、

感受北斗卫星太空信号、分析解读北斗卫星数据、利用北斗

时空信息规划校园，激发广大青少年对北斗科技的兴趣，进

一步提升想象力、创造力和实践力，强化工程思维和分析解

决问题能力，实现“弘扬北斗精神、传承北斗文化、创新北

斗应用、培养北斗人才”总目标。 

参赛队以“北斗创造美好校园”为主题，在了解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时空服务能力的基础上，在校园内的开阔场地通

过支持北斗卫星信号接收功能的设备观测北斗卫星方位数

据，绘制观测星座图（星座图，又名“星空图”、“星位视图”，

利用天体在空中仰角和方位角数据，描述天体相对于观测者

空中位置分布的极坐标视图。极轴长度对应天体仰角，角坐

标对应天体方位角）完成校园卫星观测报告。同时，通过观

察校园和资料查阅，针对校园内的几处区域，提出美好校园

改造方案。方案中需要绘制完整的校园地图，借助北斗定位

设备，在地图中标注出方案实施的位置或区域，并通过描述

将创意设计清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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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概要 

1、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含中专、职高）； 

2、参赛形式：每支参赛队由不多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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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6 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 

3、观星地点：校园内便于卫星观测的开阔场地。 

三、比赛内容 

比赛分为科技体验和创意创新两个部分： 

1、北斗卫星观测体验。通过学习实践，熟练掌握描述天

体位置的仰角方位角相关知识，以及北斗卫星接收机输出协

议 NMEA-0183的相关知识，并利用北斗卫星观测设备，在校

园最开阔的场地进行北斗卫星观测，根据组别要求记录观测

数据，进行数据整理和星座图绘制，完成各组报告要求的其

他内容。体验类项目以完成度为目标，主要考察学生对北斗

卫星相关知识的理解，以及科学记录、数据分析、图样表达

的能力。 

2、美好校园改造方案。通过观察校园，结合学过的多学

科知识，从“如何让校园更美丽”、“如何更好体现校园文化”、

“如何让校园更环保”、“如何让校园更有科技感”、“如何让

校园更高效利用”、“如何让校园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如

何让校园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健身空间”、“如何解决校园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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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等方面去思考，选取校园中一处或几处值得改造的地点

或者区域，提出改造设计方案。方案需要包含校园地图绘制，

利用北斗定位设备用经纬度标注出改造的地点或者区域，并

对改造方案进行详细描述。鼓励学生通过绘制、多媒体制作、

实物模型制作、开发原理展示等方式生动地展现改造方案，

鼓励学生在改造方案中尽可能多的运用北斗的服务能力。 

参赛学生需要根据各自组别的比赛规则要求，完成以上

两部分的比赛内容。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的比赛内容大

体一致，赛项细节和评审要求有所差异，详见“比赛规则”

和“评分标准”章节。 

四、比赛规则 

（一）“北斗卫星观测体验” 

作为体验项目，达到组别全部规则要求，即为通过，获

得满分，不做进一步质量区分。部分报告内容未达到规则要

求，根据评分标准扣分。报告格式为 PDF，基于给定格式规

范的模板填写。 

a) “北斗卫星观测体验”小学组规则要求 

参赛选手在学习掌握卫星仰角、方位角、经纬度等概念

基础上，利用可以接收北斗卫星信号并显示仰角、方位角信

息的北斗卫星观测设备，在学校中天空最开阔的场地进行卫

星观测，记录一组卫星数据，同时记录数据观测点的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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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间信息。之后对卫星数据进行整理，绘制成星座图。在

报告中填写好观测点的详细地理位置。 

报告要求经纬度、时间、卫星数据记录清晰，星座图绘

制与记录的卫星数据一致，观测的卫星数据不少于 6 颗，填

写的详细地理位置信息和经纬度数值匹配，并且同一所学校

的不同作品不允许所有数据都一致。 

b) “北斗卫星观测体验”初中组规则要求 

参赛选手在学习掌握卫星仰角、方位角、经纬度、NMEA-

0183协议等概念基础上，利用北斗卫星观测设备，在学校中

天空最开阔的场地进行卫星观测，记录一组卫星数据，同时

记录数据观测点的经纬度和时间信息。之后对卫星数据进行

整理，绘制成星座图。在报告中填写好观测点的详细地理位

置。通过查询，分辨并记录每颗观测到的北斗卫星的轨道类

型。通过观测评估当前接收设备定位精度，并介绍评估的理

由。 

报告要求经纬度、时间、卫星数据记录清晰，星座图绘

制与记录的卫星数据一致，观测的卫星数据不少于 6 颗，填

写的详细地理位置信息和经纬度数值匹配，填写的每颗卫星

的轨道类型与实际相符，并且同一所学校的不同作品不允许

所有数据都一致，定位精度评估的方法基本合理，体现学生

思考。 

c) “北斗卫星观测体验”高中组规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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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在学习掌握卫星仰角、方位角、经纬度、NMEA-

0183协议等概念基础上，利用北斗卫星观测设备，在学校中

进行不同环境对卫星信号影响的探究体验。选取两块观测场

地，一块场地为天空最开阔的场地，另外一块场地为天空部

分被遮挡的场地。分别进行卫星观测，各记录一组卫星数据，

同时记录数据观测点的经纬度和时间信息。之后对卫星数据

进行整理，绘制成星座图。在报告中填写好观测点的详细地

理位置。通过查询，分辨并记录每颗观测到的北斗卫星的轨

道类型。对两个场地卫星数据和星座图进行对比，得出简要

观测结论。同时根据学习的 NMEA-0183协议格式，将观测的

卫星仰角方位角等数据，书写成符合规范的 GSV语句。 

报告要求经纬度、时间、卫星数据记录清晰，星座图绘

制与记录的卫星数据一致，开阔场地观测的卫星数据不少于

6 颗，部分遮挡场地观测的卫星数据不少于 4 颗，填写的详

细地理位置信息和经纬度数值匹配，填写的每颗卫星的轨道

类型与实际相符，观测结论分析符合科学原理，并且同一所

学校的不同作品不允许所有数据都一致。书写的 GSV 语句符

合 NMEA-0183协议的基本语法。 

（二）“美好校园改造方案”创新创意方案 

作品形式为方案文档，作品题目自拟，格式为 PDF，可

根据作品形式提交附件（如材料清单、设计文件等），内容包

括校园简介、校园地图、改造地点/区域位置标注、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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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几个方面。校园地图绘制需要清晰、美观，包含地图的

主要基本要素（比例尺、方向、图例、距离标注……），校园

改造地点地图标注清晰。小范围区域采用单点经纬度记录，

大范围区域用一组经纬度记录区域围栏顶点信息，经纬度描

述符合普通民用北斗接收机的精度范围。改造方案描述清晰

准确，体现学生的创意思维和美好校园改造的主题，鼓励学

生使用力所能及的工具、材料、技能展现改造方案，鼓励学

生在改造方案中尽可能多的运用北斗的能力。评委会从作品

的艺术性、科学性、工程性、创新性、规范性几个方面进行

评分。 

a)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小学组规则要求 

小学组字数不少于 500字，绘制地图大体符合比例，创

意展现形式以图文为主，鼓励绘制、手工制作等符合小学生

能力的展现形式。 

b)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初中组规则要求 

初中组字数不少于 800字，绘制地图基本符合比例，创

意展现形式以图文为主，鼓励绘制、模型制作等符合初中生

能力的展现形式，鼓励有能力的学生通过多媒体制作、编程、

开源电子等方式进行声光电展现或者原理验证。 

c)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 高中组规则要求 

高中组字数不少于 1200字，绘制地图符合比例，创意展

现形式以图文为主，鼓励绘制、模型制作等符合高中生能力



 

 — 7 — 

的展现形式，鼓励有能力的学生通过多媒体制作、编程、开

源电子等方式进行声光电展现或者原理验证。 

五、评分标准 

评委将根据“北斗卫星观测体验”报告和“美好校园改

造方案”进行评价，从作品完成度、科学性、工程性、创新

性、规范性、艺术性等方面综合评分，对于不同组别会各有

侧重，详见表 1、表 2和表 3。 

表 1 小学组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完成度 

“北斗卫星观测体验”报告要求经纬

度、时间、卫星数据记录清晰，星座

图绘制与记录的卫星数据一致，观测

的卫星数据不少于 6 颗，填写的详细

地理位置信息和经纬度数值匹配，并

且同一所学校的不同作品不允许所

有数据都一致 

2 科学性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改造方案的

创新创意需求经过科学分析得出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改造方案的

设计实现中体现的科学原理正确 

3 工程性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改造方案的

描述逻辑清晰，结合图文能够将创意

设计清晰表述，符合工程系统设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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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改造方案中

包含模型制作、设计图绘制等体现工

程设计实践能力 

4 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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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规范性 

文档排版规范，语句通顺，无错别字，

字数不少于 500 

地图绘制规范，比例尺大体符合要

求，地图包含比例尺、图例、方向等

基本要素 

6 艺术性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绘制的校园

地图美观程度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改造方案展

现出的艺术性 

 

表 2 初中组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完成度 

“北斗卫星观测体验” 报告要求经

纬度、时间、卫星数据记录清晰，星

座图绘制与记录的卫星数据一致，观

测的卫星数据不少于 6 颗，填写的详

细地理位置信息和经纬度数值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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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的每颗卫星的轨道类型与实际

相符，并且同一所学校的不同作品不

允许所有数据都一致。定位精度评估

基本合理，体现学生思考 

2 科学性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改造方案的

创新创意需求经过科学分析得出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改造方案的

设计实现中体现的科学原理正确 

3 工程性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改造方案的

描述逻辑清晰，结合图文能够将创意

设计清晰表述，符合工程系统设计原

则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包含模型制

作、设计图绘制等体现基础工程设计

实践能力，或者包含多媒体制作、编

程、开源电子等现代技术进行方案展

现或者原理验证，体现学生综合高级

工具的工程实践能力 

4 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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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规范性 

文档排版规范，语句通顺，无错别字，

字数不少于 800 

地图绘制规范，比例尺基本符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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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地图包含比例尺、图例、方向等

基本要素 

6 艺术性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绘制的校园

地图美观程度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改造方案展

现出的艺术性 

 

表 3 高中组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完成度 

“北斗卫星观测体验” 报告要求经

纬度、时间、卫星数据记录清晰，星

座图绘制与记录的卫星数据一致，开

阔场地观测的卫星数据不少于 6 颗，

部分遮挡场地观测的卫星数据不少

于 4 颗，填写的详细地理位置信息和

经纬度数值匹配，填写的每颗卫星的

轨道类型与实际相符，观测结论分析

符合科学原理，并且同一所学校的不

同作品不允许所有数据都一致。根据

观测卫星仰角、方位角、载噪比等数

据书写的 GSV 语句符合 NMEA-0183

协议 

2 科学性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改造方案的

创新创意需求经过科学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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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改造方案的

设计实现中体现的科学原理正确 

3 工程性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改造方案的

描述逻辑清晰，结合图文能够将创意

设计清晰表述，符合工程系统设计原

则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包含模型制

作、设计图绘制等体现基础工程设计

实践能力，或者包含多媒体制作、编

程、开源电子等现代技术进行方案展

现或者原理验证，体现学生综合高级

工具的工程实践能力 

4 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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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规范性 

文档排版规范，语句通顺，无错别字，

字数不少于 1200 

地图绘制规范，比例尺符合要求，地

图包含比例尺、图例、方向等基本要

素 

6 艺术性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绘制的校园

地图美观程度 

“美好校园改造方案”中改造方案展

现出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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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赛作品格式规范 

1、页面要求 

A4 页面。页边距：上、下各 25.4mm，左、右各 19.1mm。

正文采用五号宋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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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图表要求 

插图按序编号，并加图题（位于图下方，小五号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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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号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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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体五号字，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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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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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则 

1、比赛规则最终解释权归大赛全国组织委员会所有； 

2、比赛规则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大赛全国组织委员

会允许禁止抄袭、转载； 

3、如违反以上规则，由行为相关人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