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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由共青团上海市委
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少
先队上海市工作委员会联合
主办，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上海自然博物馆、中国福
利会少年宫、上海航宇科普中
心联合承办。大赛自9月份启
动以来，全市各区中小学积极
响应，共收到来自16个区500
余所中小学申报的5000余个
项目，相对去年课题申报数量
增长了 16%。本届大赛在原
有创造发明、自然生态、智慧
城市、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新
能源车及其他类别的基础上，
增设创新创意主题，队员们可
以基于学习发现和生活体验，
发挥想象力，进行创新创意设
计，吸引了众多青少年的关注
与参与。

今年，围绕“人民城市人民
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主题，
队员们的作品充分展示了上海
市青少年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卓
越才华和无限潜力。他们通过
自主探究学习，运用各类科学
技术，创作出了能够改善或解
决生活、社会需求的实物作品
和创意设计，体现了青少年们
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在初评、复评和终评阶
段，评审更加注重创新性、实用
性和科学性，通过现场展示、专
家问辩等多种形式进行全面、
深入的评估，共评选出“雏鹰
杯”红领巾科创达人挑战赛各
奖项课题共1500余件。为了
进一步增强对青少年科学素养
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主承办单
位还组织了科学素养指导，邀
请专家与科创少年们面对面开
展专题培训及科创辅导等活
动。最终王振羽、华亦肖、李坤
恩、季圣哲、周岂加、周佳欣、周
奕呈、郑煜峰、钱芯雨、黄博等
10位队员荣获特等奖并被授

予上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
称号。

来自上海市黄浦区海华
小学的华亦肖发现，通风不
良的教室会积累高浓度二氧
化碳，降低学生的注意力，增
大呼吸道疾病传播风险，需要
对教室有规律地通风。为此，
她设计了中小学教室的智能
通风系统，还自己搭建了实物
完成了二氧化碳探测的通风
实验。“我的设计可携带，易安
装，能够根据室内二氧化碳浓
度大小，智能控制通风系统
的启停，有效提升室内空气
质量。”

新能源汽车和充电桩引
起了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的
王振羽的注意，他发现，充电
桩的插队问题影响了用户的
充电体验和整体的充电效
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
几次修改，设计了基于机器
视觉的充电桩防插队系统。

“我想帮助解决充电插队问
题，改善车主的充电体验，提
高充电站的运营效率，解决充
电插队导致的问题纠纷和冲
突。”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
作为评委代表衷心祝贺获奖
选手，他表示：“今年的很多作
品都让人眼前一亮，有新的特
点、新的发展和新的提升。同

时也希望选手们不要自满，还
要继续进步，科学永无止境。
青少年们应该从小就在心里
埋下热爱科学、信任科学的种
子，坚定地投身科学、奉献科
学，将来科技报国、科技为民，
成为我们国家科技方面的栋
梁之材。”

“雏鹰杯”红领巾科创达人
挑战赛暨第二十二届上海少年
科学院“小院士”评选活动不仅
为上海市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
示自我、挑战自我的平台，更为
他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共
同成长的宝贵机会。未来，这
些青少年们将继续发扬创新精
神和实践精神，为科技创新事
业贡献力量。

以大赛之名
打造人工智能教育平台
中国·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创

新大赛已经举办了七年，本届赛事
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指
导，青年报社、上海市青少年活动
中心主办，上海少年科学院协办，
并得到了上海市宇航学会的支持。

七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快速发展，主办方对人工智能的认
识也在不断发展，青少年人工智能
创新大赛也越来越“不像”一个单
纯的比赛，而是朝着青少年人工智
能教育平台的方向快速演化。本
届大赛从2024年4月正式启动，短
短八个月的时间里，主办方围绕着
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推出了一系
列的活动。

7月初，“WAIC 2024青少年创
新探究营”火热开营。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历届获奖学生代表和科技
爱好者参观了元宇宙时代5G智慧
工厂、国家数据交易所建设、AI辅
助诊疗、杨浦大桥数字孪生管理、
随申码“一码通行”等特色应用和
众多明星展项。

在人机互动体验区，同学们沉
浸式体验了“下棋机器人”“智能健
身镜”和裸眼3D-XR动态虚实交互
体验系统等项目，这些蕴含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体验项目，让同学们大
开眼界。11月23日，第一届长三
角地区青少年航空航天知识科普
活动暨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大赛
AI少年“星”挑战活动成功举办。
AI少年“星”挑战活动以“致敬中国
航空航天”为主题，通过开展线上
知识竞答的方式，向全国青少年发
出挑战邀请。这次线上活动吸引
了上海、浙江、江苏、黑龙江、吉林、
辽宁、山东等省市的中小学生积极

参与。通过互联网扩大传播辐射，
在普及AI+航空航天知识的同时，
激励广大青少年树立投身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远大志向。

除了各项科技活动，主办方还
有意将科技主题、科技手段与艺术
思考相结合，发起了全国青少年
AIGC创意、创作、创新挑战活动，鼓
励青少年运用AIGC技术，结合对
未来城市的想象与创意，创作一幅
或多幅既具科技感又富含艺术美
感的图像。建议青少年调研城市
的未来教育、建筑设计、交通系统、
生态环境、社区生活等，尤其是人
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
点产业和未来产业方向，了解这些
领域的痛点与需求。畅想这些行
业未来场景的概念方案，使用AIGC
技术生成所需的图像和文本，并整
合到场景中。

一系列的活动，形成了青少年
人工智能教育系统，为大赛造势，
更为更多青少年走进人工智能创
新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求创新之实
让AI融入学生日常生活
作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

IC）赛事评奖板块中唯一的青少年
品牌赛事，青少年AI大赛以“人工
智能从娃娃抓起”为宗旨，以启蒙、
启迪、启发青少年在人工智能方面
的兴趣、引导青少年走进人工智能
生活为目标，取得了很多切实可见
的成果。

第七届中国·上海青少年人工
智能创新大赛分设幼儿组、小学
组、初中组和高中组4个组别，共
开设5个方向11个项目。这些赛
项的设计围绕如ChatGPT、智慧社
区、公共服务等时下热点及实际应
用问题与需求，要求参赛选手创造
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并进行应用系
统的设计和开发。

AI生活智造赛道裁判长周瀛
海介绍：“今年参赛人数有近千人，
作品相较于去年，在创新性方面进
步明显，贴近前沿科技的作品比例
更高，这些都离不开选手所在学校
和优秀辅导老师们的关注与付
出。”比如浦东明珠小学谢安欣同
学关注城市宠物弃养问题，不仅危
害到宠物自身安全，也破坏人类生
活生态系统。她设计的系统试图
从根本上减少宠物弃养现象。静
安区闸北实验小学明德校史旭腾
同学则想用植物固碳的方法，来降
低市区的老建筑物当中的二氧化
碳排放，其创新之处在于为特定场
景提供特定的固碳方案。

近年来，低空经济越来越为人
们关注，其产业潜能及巨大的市场
空间令人津津乐道，因此无人机也
成为这几届大赛的热门赛道。AI
无人机赛道负责人张华介绍，AI无
人机比赛通过设置不同难度和类
型的飞行任务，参赛选手使用第一
视角远程操控或编写程序控制无
人机。该比赛集成了航空、机械设
计、电子工程、计算机等多个领域
的技术。选手在反复调试与飞行
中提升任务完成精度与效率，在此
过程中，青少年的实践能力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有效培养。

本届大赛还创新设置了“AI创
无界”赛道。赛道负责人朱艺表
示，正因为该赛道不设限，现场的
突发情况也在考验着选手们的能
力。比赛采取的是随机联队模式，
每一轮的队友都不同，选手需要和
不同的队伍商讨战略合作模式，探
究对方的优势和劣势。此外，赛道
不限器材，选手们的多样化方案充
分展示了其自主研发能力，比赛
中，选手还需随机应变，随时调整
策略，这无疑是孩子们的一次绝佳
锻炼机会。

今年的比赛不仅吸引了外省

市选手参与外，更有来自海外的青
少年共同角逐奖项。来自美国
Cardigan Middle School的八年级
学生刘子博，通过关注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了解到中国·上海青少年人
工智能创新大赛，此次带来的作品
是服务于老人的智能服务机器人，
一方面开发了可以下载音乐，为独
居老人唱歌跳舞的机器人功能；另
一方面，现在老人患阿尔茨海默病
的概率越来越高，所以他用机器学
习的原理开发了帮助老人识别物
体的程序，帮助他们更好地识别和
记忆。

启明日之星
将AI的种子撒入青少年心中

中国·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创
新大赛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把人
工智能的种子一颗颗撒入青少年
的心田，七年来成效斐然。

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给学校
的科技教育带来了新的动力。上
海七宝外国语小学在本届大赛荣
获最佳组织奖，该校徐煜老师表
示，在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的启发
下，学校这个学期开始正式开设了

“科创院”，选拔了一部分在科创方
面有兴趣、有实力的同学参与学
习。学校期望这些同学经过一段
时间的学习后，能够孵化出高质量
的科创项目。“一方面学生可以在
整个项目中有所收获，培养一定的
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参加一
些科创类的比赛，为学校争得荣
誉。”徐煜告诉记者，“在‘科创院’
创立之前，我们学校就已经与合作
伙伴一起，利用课后服务和周末社
团的时间开设了科创班，其中的部
分课程也涉及机器人、编程以及简
单的AI套件。在连续两届AI创新
大赛中，科创班学员是参赛的主力
队员。”

事实上，更多组织者看重的是

大赛给孩子带来的锻炼和成长。
福山外国语小学的吕立晨老师说：

“在大赛过程中，学生们需要组成
团队共同完成任务。这种合作模
式不仅锻炼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
力，还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在团队中
发挥自己的优势，弥补不足，共同
面对挑战。AI创新大赛为学生们
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华和创意
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学生们可
以亲身体验到科技的魅力和力量，
从而激发他们对科技的兴趣和热
情。这种兴趣将激励他们在未来
的学习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上海西南位育中学的钱瑛老
师则认为，大赛不但成为学校科技
教育很好的助力，也为学生们提供
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她介绍说，由
于学校的无人机社团名额有限，许
多同学都通过报名参赛的方式，

“曲线”参与无人机活动，展现自己
在无人机操控或编程方面的能力。

随着一个个奖项的颁发，现场
气氛逐渐热烈起来，而“中国·上海
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主题海
报设计”启动仪式的举行，更是将
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大赛虽有结束之时，颁奖会
也已落下帷幕，但正如上海市浦
东新区万科实验小学的学生朱若
然在获奖感言中所说：“我要感谢
评委们的认可和肯定。获得这项
殊荣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作为一名小学生，能够在AI生活
智造的赛道上取得这样的成绩，是
对我努力和坚持的最好证明。这
次荣获的奖项鼓励和激励着我，让
我更加坚信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前路漫漫，旭日未至巅峰。在未来
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努力，勇往直
前，为人工智能的未来添砖加瓦。
旭日东升，正当其时，科创启梦，智
创未来。”

文/杨颖

AI技术旭日东升，少年中国正当其时
第七届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大赛颁奖大会圆满落幕

2024年12月28日，上海市普陀区青少
年教育活动中心。会场里的人们都被面前
的大屏幕吸引。屏幕上，有学生在凝神思
考，有学生在热烈讨论，有学生在电脑前全
神贯注，也有学生在放飞自己的无人机。这
是中国·上海第七届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大
赛颁奖大会的现场，屏幕上播放的，正是学
生们在一次次比赛中的风采。他们勇于尝
试，敢于突破，不断挑战自我，终于战胜了对
手，也战胜了自己，走上了今天的领奖台。

雏鹰展翅，科创逐梦
10名少先队员成为上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

青少年进行现场展示。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在2024年“雏鹰杯”
红领巾科创达人挑战赛
暨第二十二届上海少年
科学院“小院士”评选活
动总决选中，华亦肖和季
圣哲展示自己的作品。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12月28日，2024年“雏鹰杯”红领巾科创达人挑战赛暨第二十二
届上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评选活动总决选及颁奖仪式在上海市青
少年活动中心举行。《中小学教室的智慧通风系统》《游泳比赛抢跳检
测和自动计时系统》……队员们的课题既创新又注重现实。10名队
员被授予上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称号。市少工委主任、市少先队总
辅导员赵国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金亚秋、陈晓亚等嘉宾出席活
动，活动旨在引导青少年增强科创兴趣、激发科创志趣、树立科创志
向，当下勇当小科学家，未来争当大科学家。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第七届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大赛颁奖大会现场。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