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GC 大模型创新设计 
一、主题 

“智启未来：大模型探索与科学创新” 

二、目的 

借助大模型平台，引导中小学生积极探索大模型相关技术，提升

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素养。通过与其他科学领域的结合，培养学

生跨学科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激发学生对科学技术的热情，为未

来的科技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三、参加对象 

中小学学生，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五、时间与地点 

（一）时间 

2025 年 7 月 

（二）地点 

重庆市 XX 

六、项目内容 

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平台的应用开发 

1、运动会赛道设置 

（1）高段赛道（高中） 

方向一：开发基于大模型智能体开发。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智

能体开发平台，结合具体的应用场景，搭建能够解决场景复杂任务的

创新智能体。 

方向二：设计基于大模型的智能内容生成工具。结合人工智能大

模型的可视化设计功能，让学生开发可以根据特定主题生成文章、故



事等内容的工具。如在历史学科中，输入一个历史时期，生成该时期

的人物传记、历史事件描述等相关内容。 

（2）中段赛道（初中） 

方向一：制作基于大模型的科普互动游戏。利用大模型生成科普

知识题库，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游戏，让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学习

科学知识。比如，开发一个太空探索游戏，玩家在游戏中遇到的各种

科学问题由大模型提供解答和拓展知识。 

方向二：基于大模型的创意设计辅助工具。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

平台开发一个工具，帮助学生在艺术、设计等领域获得创意灵感。例

如，输入一个设计主题，大模型给出多种创意设计方案，然后在人工

智能大模型平台上进行可视化呈现。 

（3）低段赛道（小学） 

方向一：开发简单的大模型驱动的智能故事讲述应用。学生在人

工智能大模型平台上设计一个界面，大模型根据选择的故事元素（如

动物、场景等）生成简单的故事，以生动的语音和动画形式呈现给小

朋友。 

方向二：制作基于大模型的趣味学习卡片。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

平台的图形化设计和大模型的知识生成能力，制作学习卡片。比如，

学习动物知识时，点击卡片上的动物图片，大模型就会给出该动物的

生活习性、外貌特征等信息。 

2.规则 



参赛作品必须充分利用开源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平台，且符合

各学段的项目内容要求。 

高段作品需要提交详细的设计文档，包括大模型的选择与应用

原理、代码结构、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集成方式以及测试报告； 

中段作品需要提交设计思路、代码、大模型调用的关键代码片段

以及演示视频； 

低段作品可以提交创意说明、简易流程图、大模型使用的简单说

明和作品演示。 

竞赛评审将从创新性（占比 30%）、功能性（占比 25%）、稳定性

（占比 20%）、用户体验（占比 15%）和技术难度（占比 10%）等多

个方面进行评估。创新性主要考察项目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方面的独特

创意；功能性关注作品实现的功能是否完善以及对大模型的有效利用；

稳定性评估作品在运行过程中是否存在崩溃或异常情况；用户体验注

重界面设计的友好性和操作的便捷性；技术难度则根据各学段学生的

能力水平衡量项目在技术实现上的挑战性。 

七、运动会流程 

（一）报名阶段 

发布运动会通知和报名信息，包括时间、地点、项目、参加对象

和报名方式等。可以通过学校官网、教育部门相关平台、社交媒体等

多种渠道进行宣传。 

报名截止后对报名信息进行审核和整理。要求参加队伍填写详

细的成员信息、指导教师信息、参赛赛道选择以及初步的项目设想等。 



（二）作品准备阶段 

组织参赛选手培训，包括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使用技巧、大模型的

基本原理和调用方法、数据分析的基本技巧等相关知识。邀请相关领

域的专家、技术人员进行线上或线下的培训讲座。 

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品设计、开发和测试工作，并准备

好相关的参赛材料。在此过程中，设立专门的答疑邮箱或在线答疑平

台，及时解答学生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三）作品提交阶段 

参赛选手按照要求提交参赛作品和相关材料，包括作品说明、代

码、报告、演示视频等。作品提交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确

保作品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对提交的作品进行初步审核，确保作品符合竞赛要求和格式规

范。审核内容包括作品是否按照规定的赛道和学段要求进行开发、提

交的材料是否齐全等。 

（四）评审阶段 

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教师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

成员应涵盖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教育等多个领域，确

保评审的专业性和全面性。 

评审委员会按照竞赛规则和评审标准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确

定各赛道各学段的入围作品。评审过程分为初评和复评，初评主要对

作品的合规性和基本质量进行评估，复评则对作品的各项指标进行详

细打分。 

（五）决赛阶段 



组织入围作品的现场展示和答辩活动。为每个参赛队伍安排特

定的展示时间和答辩时间，展示环节要求清晰地呈现作品的核心功能、

技术实现以及创新点，答辩环节则需要回答评审专家提出的问题。 

评审委员会根据现场表现和作品质量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最终

获奖作品。现场表现主要考察学生的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对

作品的熟悉程度，作品质量则依据之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进行评估。 

（六）颁奖仪式 

举行颁奖仪式，邀请相关领导、嘉宾和参赛选手参加。对获奖选

手和优秀指导教师进行表彰和奖励，颁发荣誉证书、奖杯和奖品。同

时，邀请获奖选手分享创作经验和心得体会，为其他学生提供学习和

借鉴的机会。 

八、奖项设置 

按照小学、初中、高中三段分别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九、注意事项 

（一）参赛选手必须遵守竞赛规则和赛场纪律，不得作弊或抄袭

他人作品。在作品提交阶段，将使用专业的查重软件对作品进行检测，

一旦发现抄袭行为，将取消参赛资格。 

（二）竞赛组织方要确保竞赛的公平、公正、公开，对评审过程

和结果进行严格监督。建立完善的评审监督机制，接受参赛选手、家

长和社会的监督。 

（三）做好竞赛现场的安全保障工作，为参赛选手和观众提供一

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在竞赛现场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和人员，如灭

火器、急救人员等。 



（四）及时处理竞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纠纷，维护竞赛的

正常秩序。设立专门的竞赛纠纷处理小组，负责处理参赛选手之间、

参赛选手与组织方之间的各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