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３

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规则(２０２１年)

本规则依据«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章程»制定ꎬ适用

于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

赛参赛者申报和竞赛评审工作ꎮ

一、参赛人员和作品要求

(一)参赛人员

１.参赛人员为中小学校科学教师、科技辅导员ꎬ各级教育

研究机构、校外科技教育机构和活动场所的科技教育工作者

(以下统称“科技辅导员”)ꎮ

２.参加全国竞赛的科技辅导员须由省级组织单位在省赛

获奖科技辅导员中按规定名额择优推荐ꎮ

(二)参赛作品

１.在同一届大赛中ꎬ每名参赛科技辅导员只能申报一项

作品ꎬ只接受个人作品申报ꎮ 参赛作品须在终评活动当年 ７

月 １ 日前两年内完成ꎮ

２.作品分类:

参赛作品分为科教制作类和科教方案类两类ꎮ

(１)科教制作类作品是由科技辅导员本人设计或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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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技教育教学服务的教具、仪器、设备等ꎮ 作品按学科分为

物理教学类、化学教学类、生物教学类、数学教学类、信息技术

教学类和其他ꎮ

(２)科教方案类作品是由科技辅导员本人设计撰写的科

技教育活动或教学的预设方案ꎬ须是已开始实施或已实施完

成ꎮ

３.不接受的作品申报

(１)作品内容或研究过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

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ꎮ

(２)作品存在抄袭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学术不端问

题ꎮ

(３)涉及食品技术、药品类的作品ꎮ

(三)申报材料

１.申报书:完整填写当届大赛发布的申报书ꎮ

２.研究报告:必须是独立于申报书之外的书面报告ꎮ

科教制作类报告须包含以下内容的文字介绍ꎬ并附实物

照片或设计图等:

(１)作品的教学用途与应用场景ꎮ

(２)作品的科学原理和应用方法ꎮ

(３)作品的改进点或创新点ꎮ

(４)作品的其他介绍ꎮ

科教方案类报告须包含以下内容的文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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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方案的背景(需求分析)与目标ꎮ

(２)方案所涉及的对象、人数ꎮ

(３)方案的主体部分:

ａ.活动内容、过程和步骤

ｂ.难点、重点、创新点

ｃ.利用的各类科技教育资源(场所、资料、器材等)

ｄ.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预案

ｅ.预期效果与呈现方式

ｆ.效果的评价标准与方式

(４)活动已开始实施或已实施完成的证明材料ꎮ

二、评审

(一)评审标准

１.科教制作类

(１)思想性:作品及研制作品的过程体现出正确的价值

观ꎬ遵守学术道德规范ꎬ符合科学伦理ꎮ

(２)科学性:作品以先进的科学理论或事实作依据ꎬ研究

方法正确ꎬ研制过程符合逻辑ꎬ比现有成品更趋合理ꎮ

(３)创新性: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问

题ꎬ与现有成品相比ꎬ或方法不同ꎬ或路线不同ꎬ在材料、工艺、

手段等方面有显著进步ꎮ

(４)实用性:与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ꎬ有社会、经济效

益或教育教学效果ꎬ在对青少年进行科学教育方面有显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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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ꎬ具有推广前景ꎮ

２.科教方案类

(１)科学性:方案所述概念和原理不违背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思维科学、数学、技术和工程学等所涵盖的基本规律ꎻ符

合科技教育活动的基本规律ꎮ

(２)教育性:方案的活动目标明确ꎬ并与实现方法和手段

相匹配ꎻ能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促进青少年主动学习ꎬ有

利于青少年体验和理解科学、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ꎻ能让

青少年有较大的思考和实践空间、经历科学探究的完整过程ꎬ

能启发青少年对科技发展与人类生活、社会发展关系的思考ꎮ

(３)创新性:方案体现先进的科技教育理念ꎻ内容、过程

或方法设计有创意ꎻ教学或活动构思新颖、巧妙、独特ꎻ善于运

用新技术手段ꎮ

(４)可行性:符合方案所覆盖对象的知识、能力和认知水

平ꎻ具备方案实施的必备条件ꎻ符合当地科技、教育、经济和社

会发展水平ꎬ便于在科技教育教学活动中实施ꎻ不增加青少年

的负担ꎮ

(５)示范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ꎬ能体现当代科技发展

方向和科技教育诉求ꎻ着重解决青少年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

具体问题ꎬ便于推广普及ꎻ方案写作规范ꎬ逻辑清晰ꎬ重点难点

表述清楚ꎮ

(６)完整性:活动过程连续、完整ꎻ实施步骤、阶段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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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ꎻ对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及问题有预估和解决措

施ꎮ

(二)评审程序

１.资格审查

包括形式审查和学术审查两部分ꎮ

(１)形式审查:如发现申报材料存在问题或缺失ꎬ申报者

可在组委会规定的修改时间内对申报材料进行修改和补充ꎮ

(２)学术审查:如发现参赛者存在违反科研诚信和行为

规范问题ꎬ经全国大赛科学道德和伦理审查委员会审议通过ꎬ

取消相关人员参赛资格ꎮ

２.初评

通过资格审查的作品进入初评ꎮ 初评为网络评审ꎬ由全

国评审委员会负责ꎮ 初评阶段评选出约 ２００ 项作品入围终

评ꎬ其中科教制作类和科教方案类各约 １００ 项ꎮ

３.终评

终评阶段ꎬ评选产生当届创新大赛等级奖、单项奖和专项

奖ꎮ 终评评审采取现场问辩的形式ꎮ 入围终评的参赛者须由

本人参加终评现场问辩活动ꎮ 因故不能参加现场问辩活动ꎬ

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ꎬ由此产生的名额空缺ꎬ不予递补ꎮ

参赛科技辅导员在终评期间应严格遵守大赛组委会的各

项组织纪律和赛程安排ꎮ 如出现违纪行为ꎬ经大赛监督委员

会和评审评委会研究ꎬ视具体情况核减作品得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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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彰奖励

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奖项分等级奖和专项奖ꎮ

入围终评作品的等级奖获奖比例约为 ８０％ꎬ其中ꎬ一等奖

１５％、二等奖 ３５％、三等奖 ５０％ꎬ按照参赛作品分类颁发证书

和奖牌ꎬ由主办单位进行表彰ꎮ 专项奖由设奖单位进行表彰ꎬ

颁发证书、奖金或奖品等ꎮ

四、“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评选

“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评选是针对科技辅导员工作业

绩和综合能力的评审ꎮ

(一)申报条件

１.热爱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ꎬ对青少年科技教育有正确

的理念和认识ꎮ

２.从事科技辅导员或相关工作满 ５ 年以上ꎮ 具备较高的

科技教育理论水平和丰富的组织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的经

验ꎬ并取得优异成绩ꎮ

３.须有作品参加当届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ꎬ且在历届

创新大赛中未获得过“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奖项ꎮ

４.须有作为区、县级以上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培训活动主

讲教师的经历ꎮ

(二)申报要求

１.科技辅导员在参加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的同时ꎬ可

自愿申请参加“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评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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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申报书中须如实填写本人简历、获得过的奖励、发表的

论文或著作、作为主讲教师参与科技辅导员培训工作等个人

业绩ꎬ并将证明个人业绩的相关材料(如获奖证书、发表的论

文或著作、培训邀请函、会议手册等)复印件带至终评现场ꎮ

３.申报者所在单位须审查申报书内容是否属实、是否同

意推荐其参加 “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评选活动ꎬ并加盖公

章ꎮ

(三)评选程序

在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成绩基础上ꎬ结合科技辅导员

的个人业绩、综合素质测评笔试、现场问辩等进行综合评分ꎬ

评选出 １０ 名优秀科技辅导员ꎮ

主题词:青少年　 科技竞赛　 通知

太原市科学技术协会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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