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城市青少年机器人智能设计挑战与 STEAM 实践训练营

亲子创意搭建比赛规则

一、关于亲子创意搭建比赛

亲子创意搭建比赛，是基于本次比赛创意搭建主题及规则，组织学龄前及学龄低段机

器人爱好者，以家庭为单位参赛的一项赛事。参赛队伍利用积木零件及各类环保材料，发

挥空间想象力，把生活中或者想象中的角色形象、场景设施用积木搭建的形式在比赛现场

展现出来，塑造一个多彩的、有创意、有内涵的模型世界。

亲子创意搭建比赛有益于儿童学习掌握科学基础知识、了解工程技术、激发创新思维

潜能，有助于提高其综合设计和制作的能力。通过这样的亲子趣味比赛，还可以增进亲子

之间的感情，锻炼和培养孩子的各方面综合能力。

二、主题——低碳生活

1.主题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在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不止是

成年人的目标、责任与义务。其实，它也是许多孩子心中的美好向往，由于人类过度的生

产及活动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CO2）等温室气体不断增加，在地球大气层中积累使太阳

的热量散发不出去而造成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导致全球极端气候事件频发，这是一场全球

性的灾难。为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我们的地球，一起携手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讲解分析

“低碳生活”的选题可以来源我们身边的低碳生活故事，还可以是联想、创作出的低

碳生活创意新妙招。“低碳生活”的作品设计，可以搭建出项目发生的场景、物件等，也

可以是生活科普发现小技巧。“低碳生活”的作品展示，可以利用搭建的情景、物件、工

具及绘制的海报等向大家展现，也可以用演讲、话剧、舞蹈等多种形式配合展示“低碳生

活”。

三、比赛要求

1.分组

比赛分为学龄前及学龄低段两个组别。学龄前组参赛选手定义为当年尚未进入小学的

儿童。学龄低段组参赛选手定义为当年已进入小学学习的 1—3 年级的学生。

2.队伍组成

每支队伍以家庭为单位，由 1 名儿童和 1-2 名成人（须为儿童的直系亲属，以下简称

为“成人”）组成。



3.作品要求

参赛队须在赛前完成参赛作品的设计，届时携带完成作品所需的材料散件和工具，在

比赛现场进行现场制作搭建。参加比赛的作品，原则上不限定器材，但不得选用污染环

境，有害于健康的材料。鼓励参赛选手使用环保可再生的材料、或平时常使用的积木套材

进行设计和搭建。

4.作品要素

（1）作品创意的出发点，应是通过选手和家人共同讨论的结果。

（2）作品应符合本次亲子创意搭建比赛的主题。

（3）作品材料不限，但应遵循环保无害的原则。

（4）作品应体现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完整性和可视性。

（5）作品的一个或多个设施可以实现动态展示，可体现对于空间的利用。

（6）作品应包含模型主题和作品简介。

（7）作品尺寸限制为 1M*1M 的空间内，高度不限。

（8）作品可包含地方特色的表达。

（9）作品可平稳地固定在展台上。

四、注意事项

1.比赛过程

本次亲子创意搭建比赛的参赛队伍由参赛选手和 1-2 名成人组成，比赛过程中，制作

阶段须体现出参赛选手的主体性。关于参赛选手参与制作的程度，在稍后的评审当中评委

将根据选手的描述进行提问确认细节。

2.比赛时间

本次亲子创意搭建比赛制作时间总共为 60 分钟。

3.比赛场地

各参赛队会得到一个不超过 2 平方米的展台用于制作，该区域也是随后评审的区域，

参赛队伍可以制作各种宣传资料作为整个作品的介绍。参赛队伍自带材料和制作工具，但

须注意用电及工具使用的安全性。

五、评审

1.评委组成

亲子创意搭建比赛的评审小组由组委会聘请省内机器人、科技学术界的资深从业专家

及资深机器人裁判长组成。

2.评审内容

评审包括选手作品展示和评委提问交流两个部分。评审过程中由参赛选手独立完成作

品展示，评委提问交流则有可能涉及参赛选手和成人。



3.展示形式

参赛选手作品展示的形式可多样化，除现场讲解外，可适当配以图片，视频，海报

等。

4.评审时间

评审将在所有队伍作品制作结束后进行，每队的评审过程将持续 5-10 分钟，所有参赛

选手应在本队展台区域待命，不得缺席。

5.评审要素

选手在准备展示内容时应至少涵盖以下要点：创意来源、创意要点、结构特点、制作

过程、演示效果。

6.评审结果

评审结束后，评审小组将依据评分标准集体评议，计算结果，经组委会检查同意后发

布评审结果。

六、作品评分细则

项 目 细 则 权 重

作

品

评

分

标

准

目 标

创 意

1.目标明确，契合主题，选题有新颖性。 10%

2.作品具有特色，有一个或多个创新点。 10%

作 品

制 作

1.作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且未超出规定尺寸且制作过程体现

选手主体性。
10%

2.作品结构合理巧妙，制作精良，作品色彩多样且搭配合理。 10%

现 场

展 示

1.选手可独立完成作品展示且流畅、详尽，展示形式多样化

（可设计演讲、话剧、舞蹈等表演）。
10%

2.问答交流阶段能够合理准确的进行交流。 10%

3.创意过程性资料展示（原始设计图、海报等）。 10%

4.亲子合作效果好。 5%

作 品

特 点

展 现

1.作品一个或多个设施可以以动态形式呈现，如可折叠，可移

动等。
5%

2.作品体现出场景所在地的地方特色。 10%



3.作品中有利用环保可再生的材料或旧物再利用特点。 5%

4.作品中有的装置、结构具有独有性。 5%

七、奖励

按照学龄前、学龄低段两个组别分别评出以下奖项：

一二三等奖，最佳创意奖、最佳结构奖、最佳思考奖等

八、赛事说明

1.参赛者应尊重评审委员的决定，评分过程中若有异议，可立即向赛事仲裁委员会提

交申请仲裁，组委会不受理竞赛后的争议。

2.评审期间，所有队伍禁止以任何形式影响其他队伍评分，若经检举查证属实，将取

消该队参赛资格。

3.未在竞赛时间内参加比赛视为弃权。

4.同一单位多支队伍参赛，作品不可雷同。

5.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组决定。在竞赛

过程中裁判有最终裁定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