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市第七届“创新未来”中小学机器人竞赛  

科创实践类——人工智能项目规则 

一、参赛范围 

1.参赛组别：小学组（四年级及以上）、初中组、高中组 

2.参赛人数：每队由 2 名学生组成 

3.指导教师：每队至多报一名指导教师 

 

二、竞赛内容 

1.任务主题 

组

别 

AI 技术 主题 选题案例 

小学 

（四

年级

及以

上） 

语音识别 

语义理解 

语音合成 

图像识别 

交 互 控 制

 ... 

智能互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往往缺

乏家庭互动和邻里互动经验，尝试

运用各种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互动交

流的效率。 

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沟通始终

是家庭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各种人工智能技术感知家庭成员

的身体健康及心理健康的状态，采

取不同的措施，提高交流的效率。 

社区的信息系统逐步丰富和智

能化，可以通过改进社区现有的信

息系统，实现小区动态信息的智能

发布和接收、邻里智慧互助等。 

例如：家庭互动交

流无处不在，家人

之间可以随时随地

相互了解各自状

态；可以检测家中

老人的身体状况并

正确识别其语义，

完成智能互动；可

以与家中的宠物进

行智能互动等。 

邻里互助方面可以

改进现有的社区信

息交流系统。 



初中 机器学习 

物体识别 

模型调用 

语音合成 

运动控制 

... 

助眠系统： 

人工智能的一个新兴应用是协

助进行睡眠跟踪、监测和改善。改

善睡眠有很多好处，比如提升工作

效率，增强免疫系统和心脏健康，

以及提高整体幸福感。而且，缺乏

足够的睡眠不仅会让人感到困倦，

还可能导致糖尿病的恶化，引起体

重增加和血压升高，削弱免疫系

统，增加心脏病风险，并带来其他

问题。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善睡眠有

多种方式，包括采用传感器检测睡

眠数据，了解睡眠习惯和模式，预

测睡眠的周期时间；识别睡眠干扰

因素等。 

例如：高质量的睡

眠是身心健康的有

力保障，在未来的

卧室中，助眠系统

可以帮助人们安然

入睡，同时可以自

动监测睡眠质量，

并根据你的生理参

数自动调节房间的

温度湿度等环境参

数。 

高中 

（含

中

职） 

专家系统 

视觉识别 

AI模型训练 

AI算法调用 

语音识别 

语义理解 

语音合成 

图像识别 

运动控制 

... 

智慧运动： 

随着大家对健康意识认识的提

高，运动健身已被大多数人所认可

和接受，但对于不同的人群需要选

择不同的运动健身方式，避免踏入

健身的误区当中。尝试运用人工智

能技术实现运动方式的独特推荐，

并进行相应的运动指导，降低错误

运动给人们身体带来的危害。 

 

例如：根据不同人

的体质状况推荐不

同的运动项目；对

训练的器材进行改

进，通过器材测量

运动的标准程度

等；记录运动过

程，进行评估，给

予不同的反馈。 

 

努力发现生活中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品质的问题点，创新

的思考解决方式，突出人工智能的功能特点，通过方案设计、硬件搭

建、编写程序、软件调试等，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借助自然语言



交互、图像识别、大数据分析等方式，初步实现团队的人工智能创意

应用方案。 

2.技术建议 

（1）小学组：方案以智能互动为主题，包括家庭互动和社区互

助两种生活情景。突出在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中进行不同的互动模式。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图像识别、运动控制等技术实现与老年人、

宠物等家庭成员的互动交流。或者通过完善小区中信息系统功能，达

到高效的邻里智慧互助模式。 

（2）初中组：方案以助眠系统为主题，突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协

助进行睡眠跟踪、监测和改善的作用。在作品中，建议至少使用多种

不同的睡眠场景，且作品能够根据随机样品即时进行程序编写实现正

确的功能。 

（3）高中（含中职）组：方案以智慧运动为主题，依托支持语

音、视觉、动作控制和算法学习的开源硬件设备等，体现人工智能设

备的视觉、语音和动作控制等多项 AI 技术的综合应用，实现对不同

体质人群的运动推荐，设计智能运动器材，进行相应的运动指导，降

低错误运动给人们身体带来的危害。 

3.其他要求 

（1）突出借助人工智能的功能、硬件、算法等，实现对事物的

认知、推理、决策等功能，强化作品类人智能的呈现，并区别于传统

的创客和机器人项目。学生设计制作的人工智能创意应用模型或方案

须突出人工智能属性，如具备人脸识别、图像识别、视觉识别、语音



识别、手势识别等技术，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手段，实现相关智

能感知，自动执行规定任务和实现预设功能。 

（2）符合主题要求，避免与传统作品的雷同，突出观察生活和

创新，富有技术性、艺术性、规范性，突出团队协作与成果表达。能

反映学生的工程设计思维、计算思维、团队协作能力。 

4. 器材说明 

根据自己的设计方案，自行准备相关软硬件器材，人工智能项目

重在鼓励创新、创意和动手实践，突出观察生活和问题解决。不鼓励

依赖高端器材或堆积器材数量。 

三、竞赛方式 

1.资料提交 

参加此项活动的学生先需要提交下表所示文字和视频资料，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前提交至报名邮箱，逾期未交者视为放弃参加活动

资格。全部文件大小压缩包不超过 200MB。 

文档类型 文档中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文档的

格式 

演示视频 

视频需要出现每支队伍所有队

员，内容应包括：作品制作各环

节、各自分工及设计制作思路的

陈述、作品介绍和演示，针对人

工智能特征的功能、算法实现、

创意等需着重介绍和展示，视频

时长不超过 5 分钟，大小建议不

超过 100MB。 

mp4 



创作说明文档 

包含至少 5 个步骤的作品制作过

程，每个步骤包括至少 1 张图片

和文字说明。 

doc,docx 

汇报演示文稿 

汇报分享演示文稿（包含封面、

目录、设计意图、作品功能、制

作元器件与材料、技术实现过

程、制作反思），要求图文并

茂，条理清晰。 

ppt,pptx 

软硬件器材清

单 

列出制作作品所使用的软硬件器

材。专用于人工智能功能的器材

要进行标识。 

doc,docx 

其他 

软件源代码、源文件、调用外部

人工智能 API 和库函数、人工智

能算法描述等。 

其他 

具体要求及建议： 

(1) 提交的文档中应完整、详细的描述作品设计思路（解决问题

的想法和步骤等），并把设计思路、作品功能、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核

心硬件器材和程序代码进行说明，并配上相应的图片。 

(2) 演示视频要求包含学生对作品设计思路、制作过程的介绍，

并完整、不间断地记录人工智能作品功能演示的完整过程，可以加上

解说。演示视频不得过度剪辑，要真实反映作品实现的功能。 

(3) 在拍摄相片和视频的过程中注意保证环境光线的亮度、拍摄

的清晰度和稳定性，重点突出作品的主体部分；环境光较暗时，可以

利用辅助光源进行补光。学生自己同时入镜，可请他人协助拍摄。 

(4) 及时整理所有的文档，仔细检查后将它们分别存入相应的文

件夹中，压缩打包，经查杀计算机病毒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 



2.报送格式 

参评作品“文件夹”统一格式如下： 

第一级文件夹：命名为参评项目名称。 

第二级文件夹：命名为具体项目设置名称。 

三级文件夹：分组别命名为小学、初中、高中。 

四级文件夹：命名为作品名称，内含“作品、源文件、资料”三 

个文件夹，其中“作品”文件夹放演示视频（MP4），“源文件”

文件夹放作品源文件（软件源代码、源文件），“资料”文件夹放：

作者照片、制作说明文档、软硬件器材清单等 

3.现场交流 

(1)检录入场 

参赛队员根据赛会指南前往指定场地抽签排序等候答辩。 

(2)提交项目创意书 

要求参加活动的学生在项目答辩时提交项目创意书，项目创意书

基本要求如下: 

a.项目选题背景介绍(选题的意义，选题研究现状等); 

b.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与实施方案(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创新

性与应用价值); 

c.项目创意书应书写作规范，内容完整。 

(3)作品现场演示 

通过 PPT 汇报，视频演示或者实物展示等形式现场进行作品展

示，演示时间 8-10 分钟。 

(4)作品答辩评价 



a.作品答辩 

参赛者需参加现场答辩环节，围绕现场作品展示内容接受评委提

问，答辩时间为 5 分钟。 

b.作品评价细则 

专家将根据项目创意书、现场答辩、现场演示情况给出评价。 

(5)成绩最终确认 

评审专家以竞赛专家委员会专家为主，秉持公平、公正原则进行

评审，竞赛组织委员会负责相关流程的组织和监督。评审专家根据现

场评审情况，对参赛作品评比分类，裁判现场签字确认成绩。最终参

赛者将根据现场专家评比，获得相应的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