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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背景 

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的普及，本赛项以北斗授时应用创

新为出发点，从时间服务应用体验、北斗科技与艺术结合、主题创

意创作多个维度设计，旨在增强学生的北斗科普体验，引导学生们

进行思维创新活动。推进学生以“北斗”科学技术为核心，将知识

领域向空天科学领域延伸，通过理论实践学习了解北斗导航系统的

功能及原理，围绕北斗授时主题进行创新创意研究和创作设计，畅

想空天科技的应用话题和场景，创意创想完成实物作品制作，提升

对空天科技的基本知识认知与创新能力。本赛项设计使学生认知“北

京时间”的概念，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拓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创新应用。 

二、比赛概要 

1、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含高职生、

本科生、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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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的在校学生。 

3、赛项主题：本赛项以北斗授时应用创新为出发点，通过理论

实践学习了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功能及原理，体验北斗授时功能

在日常生活、通信、交通、校园、电力、金融等方面的运用。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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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从（不限于）北斗授时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生活、

数字校园等应用方向切入，在设计上或功能上进行创新，将北斗授

时与场景应用相结合，完成创意作品。 

三、比赛内容 

小学组参赛学生通过学习了解北斗授时体系的相关知识，体验

北斗授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利用北斗卫星信号接收设备，对作

品进行外观设计，外观设计包括不限于空天科技、传统文化、地域

特色等元素，作品能正确显示时间元素。 

初中组参赛学生通过掌握北斗授时体系的相关知识，利用北斗

卫星信号接收设备，结合实际应用场景进行作品的创新创意设计，

作品可以是注重外观设计，也可以是注重功能体现，制作完成实物

作品并提交设计说明，设计说明包括清晰地描述作品的设计思路、

可实现的功能以及阐述北斗授时系统创新应用的理解。在考察学生

动手实践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学生的创新思维。 

高中组参赛学生通过对北斗授时体系的理解，结合实际应用场

景，利用北斗卫星信号接收设备，完成作品实际应用场景的功能性

开发，制作完成实物作品并提交作品创作说明，阐述创作背景、创

作思路及可实现应用功能等，通过作品实现的功能考察参赛学生对

北斗授时技术的理解。 

大学组参赛学生可以从实际场景需求出发，也可以是北斗授时

技术对未来应用场景的创想，通过使用相关器件、模块进行作品的

创新设计，利用北斗授时等相关技术完成精准时间同步下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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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进一步提升参赛学生北斗授时相关应用的创新设计能力。 

四、比赛规则 

（一）参赛流程  

1、作品准备与调试（30 分钟）：参赛学生将参赛作品带入赛场，

调试作品。 

2、作品展示与陈述答辩（10 分钟）：参赛组学生提交创作说明，

在现场向评委陈述设计思路并演示作品主要功能，并就评委提出的

问题进行答辩，可由一人主讲或者本组学生共同讲解。 

（二）作品可实现功能 

1、定位授时功能：用于接收北斗卫星信号，得到位置信息、时

码信息、1PPS 秒信号等。 

2、通信交互功能：包括 WIFI、蓝牙、4G 作为可选的通信手段，

可对外拓展其他场景，通过网口、USB 或串口可与计算机直连，方便

在计算机端进行软件展示。 

3、存储功能：可存储嵌入式系统程序，可存储业务 log 等。 

4、显示功能：可按不同的难度提供多种显示选择，LED 数码管

显示时间、LCD 屏幕显示时间，甚至 HDMI 显示接口。 

（三）各组别比赛要求 

1、小学组比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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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最终呈现可为穿戴设备、挂件、摆件、文具、手表、手办或饰

品等等，整体作品外观尺寸不超过：250×250×250mm，外观材质、

工艺不做限制。 

小学组参赛学生完成创意设计实物作品制作并通过与标准时间

源（比如公共大型塔钟或公共钟表、电视或网络标准时间等）对比

拍照记录形成应用体验日志记录表（格式参照附件 1），日志记录不

少于三次。报名提交作品以电子文档的形式提交参赛。 

2、初中组比赛要求 

  参赛作品要结合实际应用场景进行北斗授时作品的创新创意设

计，作品既要注重外观设计的，也要是注重功能体现，要体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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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作品至少实现基本的定位授时功能和显示功能，可以根

据设计思路及应用场景制作模型或实物作品。作品最终呈现可为（不

限于）世界时钟、闹钟、抢答器、秒表、智能红绿灯控制器等授时

或时间同步设备，作品外观尺寸不限制，每个参赛作品所使用其他

器件、模块数量不限，所有代码须存储在主机中运行。提交作品以

电子文档的形式提交参赛，其中可以包括图表、照片、图像等来支

持作品的呈现。 

参赛学生完成实物作品的创作并需提交一份《北斗授时应用创

意赛实物作品创作说明》（格式参照附件 3），阐述作品创作思路、

可实现的功能及应用场景等，字数不少于 800字。 

4、大学组比赛要求 

大学组参赛作品可以是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需求进行应用程序的

开发和功能性拓展，也可以畅想北斗授时技术在未来其他场景中的

应用，参赛作品是包含北斗授时技术的复杂应用系统。参赛学生利

用符合上述功能的北斗授时模块设计完成作品，明确北斗授时技术

应用的场景和实现的功能，每个参赛作品所使用传感器数量不限，

规格尺寸不限、所有代码，必须存储在主机中运行。 

参赛学生完成实物作品的创作并提交一份《北斗授时应用创意

赛实物作品创作说明》（格式参照附件 3），阐述作品创作思路、北

斗授时技术的运用、可实现的功能及应用场景等，字数不少于 1500

字，提交作品以电子文档的形式提交参赛，其中可以包括图表、照

片、图像等来支持作品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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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分标准 

（一）形式审查 

省级赛区对参赛者的参赛申报表、作品及提供的资料进行逐项

审核，合格后方可参赛。 

（二）评分标准 

表一  北斗授时应用创意赛评分标准——小学组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1 创新性 

在外观和结构设计中有一定的艺

术性、创造性，艺术形象典型而具体，

表现形式特色鲜明，感染力强。 

30 

2 北斗授时标准 
作品能实现北斗授时基本功能，

能正确显示时间。 
15 

3 科学性 
器件选用与装置设计符合科学规

律。 
15 

4 实用性 
作品实现功能正常，设计操作便

利，有着实际的使用场景和应用价值。 

20 

5 陈述答辩 

语言表达清晰，回答问题思路清

晰、重点突出。 
20 

 

 



 

 — 7 — 

表二  北斗授时应用创意赛评分标准——初中组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1 创新性 

在外观和结构设计中有一定的

艺术性、创造性，有独特新颖的创新

点。 

20 

2 北斗授时标准 
作品能实现北斗授时基本功能，

能正确显示时间。 
10 

3 科学性 
器件选用与装置设计符合科学

规律。 
10 

4 设计与应用 

实物创作说明内容完备，清楚阐

述作品在时间方面的应用，作品功能

完整，运行正常，有实际应用价值。 

20 

5 艺术创造 

艺术形象典型而具体，表现形式

特色鲜明，感染力强，构思新颖，设

计、制作方法独特，造型设计和所包

含的文创价值等方面有创造型、艺术

性。 

20 

6 陈述答辩 

语言表达清晰，用词准确；回答

问题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解释具备

说服力、应变力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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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北斗授时应用创意赛评分标准——高中组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1 创新性 
作品是以时间为核心要素的应

用创新，突出北斗授时功能创新点。 
20 

2 北斗授时标准 
作品能实现北斗授时基本功

能，能正确显示时间。 
10 

3 北斗授时应用 
实物创作说明完备，突出北斗

授时的优势和特点。 
10 

4 设计与应用 

器件选用与装置设计符合科学

规律，符合设计理念，有实际应用

价值或应用场景。 

20 

5 功能展现 

所设计作品的功能能够完整展

现，各项相关设计的功能（动作、

显示或声音等）均正常，功能逻辑

的实现无故障。 

20 

6 陈述答辩 

语言表达清晰，逻辑性强，用

词准确；回答问题思路清晰、重点

突出、解释具备说服力、应变力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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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北斗授时应用创意赛评分标准——大学组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1 创新性 

作品是以时间为核心要素的应

用创新，突出北斗授时功能创新点，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拥

有创新性成果或独立见解。。 

20 

2 北斗授时标准 
作品实现北斗授时基本功能，

组成完整且能正确显示时间。 
10 

3 北斗授时应用 

实物创作说明完备，符合格式

规范要求，作品突出北斗授时的优

势和特点。 

10 

4 设计与应用 

作品器件选用与装置设计符合

科学规律，符合设计理念，有实际

应用价值或应用场景。 

20 

5 实用性 
所设计的作品注重外部构造的

协调性与便携性，实用性功能突出。 

10 

6 功能展现 

所设计作品的功能能够完整展

现，各项相关设计的功能（动作、

显示或声音等）均正常，功能逻辑

的实现无故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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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7 陈述答辩 

语言表达清晰，逻辑性强，用

词准确；回答问题思路清晰、重点

突出、解释具备说服力、应变力强。 

20 

六、参赛作品格式规范 

小学组参赛学生按要求制作完成实物作品，提交《北斗授时应

用体验日志记录表》（见附件 1），初中组还需提交一份《北斗授时

应用创意赛实物作品设计说明》文档（见附件 2）。 

高中组、大学组参赛学生制作完成实物作品，提交《北斗授时

应用创意赛实物作品创作说明》文档（见附件 3）。 

七、附则 

（一）比赛规则最终解释权归大赛全国组织委员会所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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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违反以上规则，由行为相关人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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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斗授时应用体验日志记录表（小学组，初中组） 

参赛学生姓名 张三 

记录日期 2024 年 1 月 1 日 

记录地点 XX 省 XX 市 XX 街道（经纬度信息） 

记录结果 

 

 

 

 

 

（测试概要及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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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斗授时应用创意赛实物作品设计说明（初中组） 

作品名称  

参赛学生  

参赛组别  

作品陈述

与说明 

（可另附

页） 

背景说明： 

 

设计思路: 

 

 

可实现功能：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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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斗授时应用创意赛实物作品创作说明（高中组、大学组） 

作品名称  

参赛学生  

参赛组别  

作品陈述

与说明 

（可另附

页） 

背景说明： 

 

创作思路: 

 

 

可实现功能： 

 

应用场景：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