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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章程

竞赛介绍

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是面向全体大学生的群众性创新活动，其目的在于激发

创新灵感，培养创新思维习惯，提高创新实践能力，孕育创新成果雏形，推进学生课外

研学活动的开展。

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由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科技部、国家民政部批准、

发证的中国创造学会主办，东南大学、安徽工业大学承办。竞赛源于2002年由著名创造

学家李嘉曾教授发起的东南大学等六校联合举办的创新作品竞赛。2017年开始至今，已

成功举办六届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累计 411所高校参与，成为全国大学生优秀创

新作品的展示舞台和传递创新意识的重要载体。

一、竞赛主题

竞赛共分三个主题：

主题一：创意设想——日积月累培养习惯；

主题二：创新制作——身体力行创造价值；

主题三：创业计划——业勤行思擘画未来。

（一）主题一：创意设想——日积月累培养习惯

1、作品要求：

本主题旨在鼓励学生养成创新思维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抓住创意灵感，改变身

边世界；在科学研究中，敢于创新突破，提升攻坚能力。在日积月累中，体验创新的魅

力——让创新成为习惯。

本主题以个人为单位参赛，指导教师人数不超过一位。鼓励学生“每日一观察， 每

日一设想”，要求参赛选手在一个月（连续 30 天）时间内，每日记录一个自己的创意

设想，需要图文并茂。该创意设想，没有时空的限制，既可以是身边常见的事物，也可

以是天马行空关于未来的幻想；没有形式的限制，既可以是灵光一现的金点子，也可以

是深思熟虑的创新方案。

2、提交形式：



参加主题一的选手的通过竞赛小程序提交参赛作品，将三十个作品按照 30 张图片

形式分开上传（ 图片格式为jpg图，文件大小不低于2MB), 请参考填写，并参考：《附

件3：每日一设想（创意）记录册（主题一）》，排版制作。

（二）主题二：创新制作——身体力行创造价值

1、作品要求：

本主题旨在鼓励学生提高创新实践的能力。围绕主题提出创意设想，通过详细设计

和动手制作，最终转化为实物。在身体力行中，体验创新的价值——没有无用的东西。

本主题以小组（不超过 3 人）为单位参赛，指导教师人数不超过一位，每个参赛选手在

同一主题里只能担任一个项目的负责人。用易拉罐、废塑料、废纸、废木材等废弃物为

主要材料（即超过 60%），经过创造性的设计和动手制作，形成有价值的作品（机械装

置、电子产品、艺术品等）。

2、提交形式：

参加主题二的选手对作品拍照以图片形式（ 图片格式为jpg图，文件大小不低于

2MB)，或作品制作成一段视频介绍（采用 mp4 格式，大小不超过 20M，时长不超过

3 分钟）以视频形式上传竞赛小程序。并撰写《附件4-创新制作-作品申报书（主题

二）》，阐述创意来源、设计思路、制作过程、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以及心得体会，并排

版制作。

（三）主题三：创业计划——业勤行思擘画未来

1、作品要求：

本主题旨在鼓励学生投身创新成果的孵化。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

斗中锻炼意志品质，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努力成为德才兼备的 创业型人

才。在业勤行思中，体验创新的价值——擘画美好未来。在规定时间内，扎根祖国大地，

了解国情、民情，提交一份“创业计划书”。创业内容需贴近民生，拟解决社会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以创新为驱动，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环保、

社会服务、现代农业等领域探索新的科技进步、商业形式、管理模式、工作方式等。

主题三可以以团队报名，团队人数不超过3人。

指导教师人数不超过两位。

2、提交形式：

参赛学生的通过竞赛小程序提交创业计划书的 PDF 文件与《附件5-创业计划-作品

申报书（主题三）》。

二、奖项设置

（一）主题一：创意设想

一等奖（≤15%本组参赛作品总数）、二等奖（≤25%本组参赛作品总数）、三

等奖（若干），颁发获奖证书；

（二）主题二：创新制作



一等奖（≤10%本组参赛作品总数）、二等奖（≤20%本组参赛作品总数）、三

等奖（若干），颁发获奖证书；

（三）主题三：创业计划

一等奖（≤5%本组参赛作品总数）、二等奖（≤15%本组参赛作品总数）、三等奖（若

干），颁发获奖证书；

（四）其他奖项

本项赛事设有“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组织工作者”等奖项，

颁发获奖证书。

（五）补充说明

视参赛作品数量和质量，组委会有权对获奖名额和等级进行相应调整。

（五）全国赛其他奖励优惠政策：

1、部分优秀获奖参赛选手将受邀成为“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设计中心”会员，

并有机会获得组委会提供的业的创业辅导、投资孵化以及市场对接等服务。扶植资助青

年设计师实现自己的设计方案并制成样品，创造设计价值。

2、获奖作品及参赛选手将有机会入选组委会“重点项目推荐计划”中，利用平台

推荐，实现市场转化。

三、评审程序

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采用校赛、区域赛和全国赛三级赛制。

（一）校赛阶段

各参赛院校完成校内选拔，推荐学生报名所属地区的区域赛。

1、评分标准

大赛以创意创新为主要考察目标和评审原则，每支队伍的作品按照完整性、成熟性、

科学性与创新性四个方面进行考量打分，满分 100 分。

（1）作品完整性（20%）：主题一记录册连续一个月记录完整，创意描述完整；主题

二创新作品制作完成度高，展示完整；主题三创业计划书完整，内容全面，思路清晰。

（2）成熟性（20%）：主题一格式规范，描述清楚，方案有可实施性；主题二呈现内

容清晰，有实物，文字称述条理性好；主题三项目商业计划书条理清楚，具有逻辑性。

（3）科学性（20%）：符合科学基本原理，设计合理，有一定的实用性。

（4）创新性（40%）：主题一和主题二作品设计思路新颖、视角独特，对于原有的技

术有改进或者有新的功能或意义，发掘了新的应用或方法；主题三创业计划方案有新意，

见解独到。

2、校赛晋级规则：

各个主题的参赛团队根据专家初评的均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名。各高校参赛作品数的

限额由基本限额和奖励性限额构成：主题一和主题二推荐进入省赛或者区域赛的基本限



额均为 10 项；往届比赛成绩优异的学校，以及校内赛人数超过200人的学校，可以向

组委会申请增加奖励性限额（需提供辅助材料：①校内赛所有参赛学生的姓名和学号清

单；②校内赛的获奖学生清单）。组委会将根据各校情况和全国参赛规模，进行限额调

整； 主题三仅限本届竞赛前两项主题入围学生、往届竞赛获奖学生或由资深专家推荐学

生等三类学生报名，并经所在学校或全国赛组委会推荐参赛，无名额限制；省赛或者区

域赛推选出的优异学生，以及往届竞赛获奖学生，不占用学校的参赛限额。但两者均需

要由省赛、区域赛组委会逐个审定才能报名参赛。

（二）区域赛阶段

各区域赛组委会组织比赛，完成评审并推荐选手参加全国赛。

1、评分标准 （同校赛阶段的评分标准）

2、各区域赛晋级规则：各个主题的参赛团队根据专家评审的均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名，

一等奖、二等奖的参赛队伍和个人晋级参加全国赛复赛。

（三）全国赛复赛阶段

为强化本项赛事的“体验”特征，各晋级全国赛的参赛选手，在竞赛组委会的指导

下，参加7天不同主题的创意畅想体验复赛。

1、评分标准

大赛以创意创新为主要考察目标和评审原则，每支队伍的作品按照创新性、科学性

与实用性、作品完成度、表达清晰性等四个方面进行考量打分，满分 100 分。

（1）创新性（40%） （2）科学性与实用性（30%）

（3）作品完成度（20%） （4）表达清晰性（10%）

2、晋级规则：

主题一、主题二、主题三所有参赛团队均需参加7天复赛，团队成员复赛总均分成

绩决定是否可以进入全国总决赛答辩环环节，争夺第一名的成绩。不参与7天复赛体验

的选手，奖无法获得全国赛的成绩。

（四）全国总决赛阶段

全国赛复赛选手按照成绩排序，前35%的参赛队参加全国总决赛的答辩环节。

1、答辩规则

决赛采用腾讯会议线上答辩模式，答辩前需通过腾讯会议进行设备和网络测试，以

保证决赛答辩可以正常进行。进入决赛的参赛团队由组委会抽签决定出场顺序。

参赛团队应准时加入预定的腾讯会议。答辩过程中，因个人原因离开答辩会议导致评委

无法有效评判作品的，后果自行负责。

2、答辩方式



主题一：参赛选手进入对应的腾讯会议，使用 PPT 文档进行屏幕分享展示，在规定

时间内选取两个创新设想阐述。采用“3＋2”的答辩形式，即 3 分钟作品陈述，2 分钟

评委提问。

主题二：参赛选手进入对应的腾讯会议，使用 PPT 文档与实物展示相结合的形式，

在规定时间内介绍作品。采用“3＋2”的答辩形式，即 3 分钟作品陈述，2 分钟评委提

问。

主题三：参赛选手进入对应的腾讯会议，使用 PPT 文档进行屏幕分享展示，在规定

时间内阐述创业计划。采用“5＋3”的答辩形式， 即 5 分钟内容陈述，3 分钟评委提

问。

3、答辩评分标准

大赛以创意创新为主要考察目标和评审原则，每支队伍的作品按照创新性、科学性

与实用性、作品完成度、表达清晰性等四个方面进行考量打分，满分 100 分。

（1）创新性（40%）：主题一和主题二作品设计思路新颖、视角独特，对于原有的技

术有改进或者有新的功能或意义，发掘了新的应用或方法；主题三创业计划方案有新意，

见解独到，阐明团队成员在该项目中体验和贡献的创新价值。

（2）科学性与实用性（30%）：符合科学基本原理，设计合理，有一定的实用性。

（3）作品完成度（20%）：主题一记录册连续一个月记录完整，创意描述完整；主题

二创新作品制作完成度高，展示完整；主题三创业计划书完整，内容全面，思路清晰。

（4）表达清晰性（10%）：主题一格式规范，描述清楚；主题二申报书内容清晰，条

理性好；主题三项目商业计划书条理清楚，具有逻辑性。

4、全国赛评分环节

评委综合考虑参赛作品质量和答辩情况进行打分。

全国总决赛成绩=全国赛复赛均分 30%+全国总决赛答辩均分 70%。

四、工作要求

请各有关院校认真筹备、精心组织本届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的校内宣传、发

动和选拔工作，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正确理解竞赛的目的，协调好竞赛活动与学校

正常教学秩序之间的关系。

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的各种赛前和赛后信息由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国赛

组委会统一发布，请各参赛院校关注竞赛的官方网站及官方微信公众号。

中国创造学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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