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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23年11月

一、 项目设置

项目名称：智能博物

项目组别：小学组（四年级及以上）、初中组、高中组（含中职）

参与人数：每支队伍1-2人

指导教师：每支队伍1人

二、 项目描述

本届主题为“博识万物，文化传承”。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

博，在五千年历史进程中，因不同地区的地理、文化等差异构成了一

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画卷。要求参与者设计并实现一款

具备能听会说、能看会认、能理解会思考的智能系统去探秘中华、博

识万物，完成文化传承之旅，创作中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合理性、

丰富性和创新性。

三、 全国交流活动环节和器材准备

1.项目环节

现场任务分常规挑战和创意拓展两部分，现场公布任务细则。

第一天上午进行“常规挑战”的作品制作及展示；

第一天下午进行“创意拓展”的作品制作；

第二天上午进行“创意拓展”的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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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内容 参考时长

常规挑战

任务环节 1小时

展示环节

小学组：90秒/队

初中组：120秒/队

高中组：120秒/队

创意拓展
任务环节 4小时

展示环节 5分钟/队

以上仅供参考，具体时长以活动现场公布为准。

2.器材准备

1) 自行准备笔记本电脑以及用于实现智能博物项目搭建和编程

要求的相关器材和基本工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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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kg，高中不超过 8kg。

3) 不可以携带无线 AP或其他热点设备入场。

4) 学生所带入的器材，需在本项目全部结束后才能带出离场。

5) 本项目正式开始以后，不得带入新的器材。

四、 常规挑战描述

机器人按要求依次完成挑战一、二、三、四。不同组别完成不同

任务，具体设置如下表所示。

任务

组别

挑战一

寻找手艺人

挑战二

游历景观

挑战三

走进自然

挑战四

文化传承

小学组 ● ● ●

初中组 ● ● ●

高中组（含

中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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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一：寻找手艺人

手艺人用双手传承千年文化，创造出一件件精美艺术品，如剪纸、

陶瓷、皮影、糖人等，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让

我们探寻手艺人的故事，感受他们的匠心精神，守护传统文化。

任务描述：机器人随机识别人脸卡片后显示并播报指定内容，

显示与播报格式为“XXX,XX手艺人”，如“陆先生，皮影手艺人”。

识别方式：采用人像识别方式。

人脸卡片：在任务环节公布5张人脸卡片，在展示环节中学生随

机抽取1张使用。

手艺人信息 人脸卡片示意图

陆先生

皮影手艺人

挑战二：游历景观

我国天然和人文景观丰富多彩，包括山水、古镇、古城、园林等，

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让AI带我们探索其中奥秘。

小学组任务描述：机器人随机识别景观卡片后显示并播报景观

名称，显示与播报格式为“这是XXX”，如“这是陶瓷陈列馆”。

初中组、高中组任务描述：机器人随机识别景观卡片后显示并

播报指定内容，显示与播报格式为“这是XXX，在XX”，如“这是陶

瓷陈列馆,在室内”。

任务触发条件：语音命令词触发任务程序。触发语音命令词在

任务环节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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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方式：不限制，学生自行选择，如文字识别、语音识别、

图像识别等。

景观卡片：在任务环节提供2张景观卡片样片供学生编程调试使

用。在展示环节时，学生在专家提供的若干张景观卡片中，随机抽取

1张景观卡片完成识别。

陶瓷陈列馆 九寨沟

景观卡片示意图(室内示例) 景观卡片示意图(室外示例)

挑战三：走进自然

我国地域辽阔，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生物群落，如参天古树、奇

异花卉、珍稀动物等等。让我们借助AI完成智能识别，可以辨认更多

的生物。

小学组任务描述：机器人识别生物卡片上的文字信息，判断类

别（如分为动物、植物），最后在任务挑战结束时统一播报（播报不

占用任务时间）并显示分类情况。

显示与播报格式：在任务环节公布，如“动物有：XX，XX，XX…

…。植物有XX，XX……”，如“动物有：熊猫，东北虎。植物有：银

杏”。显示时标点符号不做限制。

初中组任务描述：机器人识别生物卡片上的文字信息，判断类别

（如分为动物、植物），最后在任务挑战结束时统一播报（播报不占

用任务时间）并显示分类情况和数量。

显示与播报格式：在任务环节公布，如“总计X张，动物X张，植

物X张。动物有：XX，XX，XX……。植物有XX，XX……”，如“总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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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动物2张，植物1张。动物有：熊猫，东北虎。植物有：银杏” 。

显示时标点符号不做限制。

任务触发条件：语音命令词触发或超声波传感器触发。任务触

发命令包括启动挑战三和结束挑战三。结束挑战三的命令可触发播报

任务，须在任务挑战时间到时后20秒内完成触发。触发方式及触发命

令词在任务环节公布。

生物卡片：由学生在展示环节进行抽签。

熊猫 银杏

生物卡片示意图

挑战四：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是维护和发扬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途径。传统手工艺，

如编织、刺绣、剪纸、泥塑等，都凝聚着世代匠人的智慧和经验。了

解各种手工艺品制作流程，可以深入了解内在价值和手工艺的精神，

更好地传承这些宝贵文化。

任务描述：机器人识别不同的语句，判断手工艺类别结果后显

示并播报出来。

识别方式：视觉识别（机器人拍照）或语音识别（学生朗读语

句），在任务环节公布。

手工艺类别：在任务环节公布。示例：制作剪纸、制作皮影。

显示与播报格式：在任务环节公布，如“XX在制作XX”，如“

小红在制作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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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触发条件：语音命令词触发或超声波传感器触发该任务程

序运行，触发方式及触发命令词在任务环节公布。

语句卡片：由学生在展示环节进行抽签。

类别 语句示例

剪纸

语句中的前2个字为姓名

1、小红在选用特制的红色宣纸。

2、王力在将宣纸折叠，并强调一定要压扁压平。

……

皮影

语句中的前2个字为姓名

1、小明在挑选牛皮和驴皮作为皮影制作原料。

2、李红说牛皮要经过浸泡和刮制。

……

常规挑战展示环节注意事项

（1）挑战启动

队伍准备结束后，现场将发出“3、2、1，开始”的倒计时启动口

令。听到专家的“开始”命令时，学生才能启动机器人。任务启动后，

中途计时不停止。

（2）挑战运行

 任务过程中不得更换机器人，不可以修改程序代码，不可以调

整机器人结构与硬件。

 某个挑战任务失败时，学生可选择重新挑战该任务，计时不停

止，且保留之前的任务完成度。如果重新启动程序，则计时不停止，

且不保留之前的任务完成度。

 任务挑战过程中，可以使用平板或电脑启动程序运行；如果需

要使用平板电脑控制拍照动作，应预先告知在场专家。

（3）挑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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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挑战时间结束。

 任务挑战过程中学生试图对机器人的软硬件进行变更、试图修

改程序代码。

五、 创意拓展描述

1.作品主题：主题方向为文化传承（具体主题内容在活动现场

公布）。

2.作品创作要求：参与者从文化传承角度，如民间剪纸、泥塑、

木雕等，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强化人机交互功能，创意完成作品

设计。要求符合主题，突出观察生活和创新。不得和挑战一、二、三、

四重复。

3.作品创作建议:使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文化传承新思路，在文化传承的智能采集、智能分

析和智能服务中发挥技术价值，如智能分析和提取文化传承相关信息，

个性化推荐相关文化内容、产品或服务，传统文化元素组合创作，文

化遗产的保护等。创作中强调技术应用的合理性、实用性、创新性和

深度探索，充分使用如分类模型训练、语音测评、人机对话、表情识

别、图表显示、语义理解等技术。在外形设计上，在实现作品完整度

的基础上具有一定想象力和表现力。

现场不提供 3D 打印、激光切割等技术对作品的结构进行创造。

4.现场提交要求

（1）实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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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代码等

（3）演示视频（不超过2分钟）

包含：作品介绍与演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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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品展示说明

在5分钟内完成“创意拓展”陈述和交流，陈述形式以实物演示

为主，陈述内容包括作品设计与实现方式、人工智技术应用、人机交

互能力呈现、作品创意构思等内容。交流由专家现场提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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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创意拓展任务创作导向说明

项目 内容 描述

创新性

设计新颖 作品设计能够突破传统，有崭新的创意。

功能实用
能够敏锐发现生活问题，能较好地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

技术性

技术合理性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符合实际情况和规律，能够达

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

技术丰富度
作品中所包含的技术元素和表现手法的数量和多

样性。

人机交互性 人机交互直观、高效、满足需求。

应用深度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难度和复杂性。

艺术性

作品完成度 作品整体完成度高，人机交互等界面友好。

作品表现力
作品具有想象力和表现力，能够表达作者的设计

理念和个人风格。

团队展示

与协作

团队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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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设置
	二、项目描述 
	三、全国交流活动环节和器材准备
	四、常规挑战描述
	挑战一：寻找手艺人
	挑战二：游历景观
	挑战三：走进自然
	挑战四：文化传承
	常规挑战展示环节注意事项

	五、创意拓展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