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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优创未来项目全国活动任务说明
2023 年 11 月

一、任务主题

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任务主题将于活动现场公布。

二、器材准备

根据本届活动指南中的优创未来项目要求，自行准备笔记本电脑、相关器

材和基本工具。其中自带器材和工具总重量要求为：小学不超过 8kg，初中不

超过 10kg，高中不超过 10kg。

现场提供少量激光切割机和 3D打印机。

优创未来项目重在鼓励创新、创意和动手实践，突出运用人工智能思维观

察生活和问题解决，展现利用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鼓励依托高端器材

或堆积器材数量的方式呈现功能。

三、任务说明

1．任务内容：

组别 AI 技术 主题

小学（四年级及以上）

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

语义理解

语音交互控制

图像识别

．．．

主题现场公布

初中

人脸识别

物体识别

物体跟踪

视觉模型训练

模型调用

自然语言处理

．．．

主题现场公布

高中（含中职）

视觉识别 AI 模型训练

AI 算法调用语音识别、语义理解、

语音合成

图像识别

运动控制

．．．

主题现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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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发现生活中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品质的问题点，创新的思考解

决方式，突出人工智能的功能特点，通过方案设计、硬件搭建、编写程序、软

件调试等，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借助自然语言交互、图像识别、大数据分

析等方式，初步实现团队的人工智能创意应用方案。作品设计中，要比较以往

成熟作品的创意、制作技巧、应用场景，避免雷同，做到应用方式或作品功能

创新。

优创未来项目主题为开放式项目，充分展现学生观察生活和个性化的创

意。除开放型自主设计功能外，还需实现以下规定任务，使其合理组成完整

的项目主题：

小学组运用语音识别和播报、语音与文本转换、运动控制等相关技术完成

3个规定任务，例如：用语音命令启动智能装置、语音播报、文本显示、简单

语音互动、语音控制智能装置完成前进、后退动作等。

初中组运用语音识别和播报、图像识别、视觉巡线等相关技术完成 3 个规

定任务，例如：用语音命令启动智能装置、文本识别、人物模型识别、颜色识

别、二维码识别等。

高中组（含中职）运用语音识别和播报、图像识别、双足结构运动控制等

相关技术，完成 3 个规定任务，例如：用语音命令启动智能装置、足球模型识

别、使用智能装置的双足结构完成“踢球”动作、颜色识别、二维码识别等。

2．各组别技术建议如下：

（1）小学组：AI 技术应用方面主要体现自动语音识别技术（ASR）和语

音合成技术（TTS）的应用，通过设定自定义的语音关键词，控制舵机、电机

和传感器等电子模块完成动作，解决实际问题。在规定任务实现过程中，建议

自定义语音交互不少于 5 条，语音指令能够实际控制智能设备的动作。

（2）初中组：通过视觉识别、传感器运用、舵机和电机运用等，实现 AI

任务模型的应用场景等实际问题解决。在规定任务实现过程中，建议至少使用

多种不同的视觉识别技术，且作品能够根据随机样品即时进行程序编写以实现

正确的功能。

（3）高中（含中职）组：依托支持语音、视觉、运动控制和算法学习的

开源硬件设备，体现人工智能设备的视觉、语音、运动控制等多项 AI技术的

综合应用，实现模拟 AI智能场景，创新的解决智能化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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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说明：

（1）突出借助人工智能的功能、硬件、算法等，实现对事物的认知、推

理、决策等功能，强化作品的类人智能呈现。学生设计制作的人工智能创意应

用模型或方案须突出人工智能属性，如具备人脸识别、图像识别、视觉识别、

语音识别、手势识别等技术，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手段，实现相关智能感

知，自动执行规定任务和功能。

（2）符合主题要求，鼓励原创，突出观察生活和创新，富有技术性、艺

术性、规范性，突出团队协作与成果表达。现场活动的过程要能够反映学生的

工程设计思维、计算思维、人工智能思维、团队协作能力。

四、现场提交内容

1．实物作品（仅用于交流展示期间现场展示，交流展示结束后自带的器

材和设备可以带回）

2．创作说明（文本文档）

包含：创作意图，作品多角度照片，功能说明，搭建过程，程序代码，特

别是人工智能关键代码、机器学习用到的数据集或训练的相关内容

3．演示文档（演示文稿）

包含：封面、作品名称，创作意图，功能说明，电路搭建图，程序代码，

小组分工与合作，收获与反思等

4．演示视频（不超过 5 分钟）

包含：封面、作品名称、成员组成，作品介绍与演示等

五、现场分组说明

学生队伍名单以各省级活动组织单位报送的学生队伍名单为准，不再进行

现场分组。

六、自主环节创作导向说明

项目 内容 描述

创新性
AI 创意功能 作品功能设计新颖，能较好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AI算法应用创新 能够创新地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实现作品功能。

技术性

程序 逻辑清晰，运行稳定，能够按要求实现控制功能。

人工智能算法 算法运行效果好，准确度高，处理速度快。

AI 硬件功能 AI 功能实现的硬件选型科学，结构设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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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设计方案规范性
AI 功能特性突出，设计方案完备，包含作品功能、结构、相关器件使

用等内容。

制作过程规范性
制作过程中工具和相关器材使用规范。

器材清单详实，作品源代码注释规范。

团队展示

与协作

团队展示
作品展示环节中，能够很好地展现出作品的设计思路、制作过程和功

能实现，演示素材制作精美，语言表达清晰，与现场互动情况良好。

分工协作
有明确、合理的团队协作分工方案，制作过程中每位团队成员能够充

分参与、互相帮助、协作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