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2023-2024 学年） 

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成果展示大赛 

 

科学思维挑战赛  赛项规则 

 

 

 

技术支持单位：北京赛尔迅科技有限公司 

 

 

组别：小学低年级组（1-2 年级）、小学中年级组（3-4年

级）、小学高年级组（5-6 年级），总分 2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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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赛项规则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1.比赛内容 

1.1 比赛简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

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进一步明确了

科技自立自强在我国发展中的重大意义，为推进青少年科技

创新人才的培养，激发科学兴趣，提高创新能力，使广大青

少年初步领会科学的方法论，提高其观察能力、思维能力、

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从而促进其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在

教育双减中做好教育的加法,特开展此次活动。 

1.2 比赛主题 

科学思维，也叫科学逻辑，即形成并运用于科学认识

活动、对感性认识材料进行加工处理的方式与途径的理论

体系，科学思维有益于可以帮助参赛选手自觉地掌握正确

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尤其可以帮助参赛选手养成良好

的思考习惯，学会和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提高孩子的逻

辑思维能力，在科学思维能力提高的同时，可以帮助参赛

选手提高科学素养，不断增长才干，提高科学的鉴别能

力，从而认识当今科学发展的主流和趋势；而且可以指导

我们怎样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可

以帮助参赛选手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促进他们



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参赛选手还需要利用学习到

的科学成果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参赛选手可以利用自身学

习到的科学知识来制作自己想要的作品从而解决一些实际

问题，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选择合适的方向进

行深入思考，在现有科技的基础上可以进行适当的创新性

科学幻想。鼓励参赛选手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突破目前的

技术和思维局限，设计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1.3 参赛要求 

1.3.1参赛组别：小学低年级组（1-2 年级）、小学中年级组

（3-4年级）、小学高年级组（5-6 年级） 

1.3.2参赛形式：个人赛 

1.3.3 说明：每位选手以个人名义参赛，且只能选择一个组

别 

其中小低年级以简单易懂的图示为主、文字方面尽量选择少

量通俗文字，并配以拼音。 

1.3.4比赛形式 

省赛和国赛均为线下参赛 

1.4 比赛场地与环境 

基础测评阶段：合规场地，考生隔位坐，每 20名考生配一名

监考员 

创新设计解读：独立考试区域，考官与参赛选手一对一，按

顺序解读自己创新设计的作品。 



2.器材规范 

2.1 器材介绍 

 

 

 

 

 

 

 

 

 

 

 

 

 

3.比赛介绍 

3.1 比赛题型 

省赛和国赛的题型：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创新设计题 

 

创新设计题参赛选题：设计火星探路车  

除赛事组提供的标准器材外，参赛选手可以找寻身边可用的

任意合理材料，构建你心中最完美的火星探路车。 



该作品的设计方向，参赛小选手可根据火星的实际条件并参

考以下问题展开： 

探路车为适应火星环境应设计什么特殊的结构和外观设计？  

探路车的能源提供该怎么设计？ 

探路车上航天员生活空间所涉及的生命保障系统要怎么设

计？  

探路车应该有哪些探测功能及取样功能，如何在车身加装这

些功能更合理？ 

其它想添加的有想法的创新构思. 

 

提供的标准材料如下，材料包可以制作出具有基本行进功能

的火星探测器，探测器的结构外观需要自行设计，探路车的

其他扩展创新功能需要参赛选手自行设计。 

比赛要求： 

3.1.1 现场比赛需由学生进行展示答辩，接受专家问辩，答

辩时间不超过 5分钟。 

3.1.2参赛作品不得涉及保密内容。 

3.1.3 作品方案应由学生独立亲身实践完成，可以接受老师

的指导。 

3.1.4 实物大小不超过 500mm×500mm×500mm，重量不准超

过 10Kg。 

3.1.5 参赛队员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地处理在比赛中



遇到的所有问题，自尊、自重，友善地对待和尊重队友、对

手、志愿者、裁判员和所有为比赛付出辛劳的人，努力把自

己培养成为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人。 

3.1.6 参赛作品除不得选用污染环境、有害健康的器材外，

原则上不限定器材。参赛作品尽量利用环保、可再生材料或

平时课外活动的商品套材设计和搭建，力求节省成本， 避免

比赛的成人化倾向。提倡在小学中高年级组参赛作品中适当

采用自制器材。作品的创意、设计、搭建、制作应由学生独

立或集体亲身实践和完成。 



 



3.2 比赛流程 

3.2.1 比赛共分科学思维基础测评与创新设计测评两个环

节，其中基础测评占 100 分，创新设计测评占 100 分。 

3.2.2 基础测评阶段参赛选手在规定场地进行答题竞赛，限

时 60 分钟，所有组别题目数量在 25 道题以内。 

3.2.3 为了保证赛场公平公正，基础测评的考试试卷会在考

前根据报名人数提前备好试卷，考前现场开卷。 

3.2.4 依据实际参赛人数，基础测评考场平分为 5 组，考卷

会依据参赛人数提前设计成 5套内容不相同的考卷。并每套

单独打印封存。现场每组考试独立进行，裁判抽取本组考卷，

现场测评。 

3.2.5 基础测评参赛考生可提前交卷，裁判长负责赛后收卷，

并依据现场测时装备时间显示，逐一在卷面标注答卷所用时

长（精确到秒） 

3.2.6 创新设计测评选手依据基础测评交卷顺序，持设计品

一对一向测评考官讲述设计创新，时间为 5分钟，超时则即

可停止介绍。裁判对参赛选手的作品及介绍依据评分规则给

予评分。 

3.2.6 裁判长会依据基础测评分数、创新设计测评分数及答

题时间三个因素给考生评分及排序，两项测评相加，分数相

同的选手则基础测评用时短的排名靠前。 

3.2.7 一、二、三等奖按小组独立排名。 



举例：1000名考生参加测评，每组 200人共 5组。每组考生

排名前 1-50 名一等奖，50-120 名二等奖，120-200 名三等

奖。每组的前两名参加国赛。 

（实际获奖比例以大赛组委会要求为准） 

 

 

4.考察内容 

4.1 赛项基础测评考察范围 

小学低年级组（一、二年级） 

科学素养方向：生物生态、地球认知 

计算机技术方向：计算机和网络基础知识 

简单工程方向：简单工具原理、初步测量 

逻辑思维方向：简单运算、空间与图形、记忆力与观察力 

 

小学中年级组（三、四年级） 

科学素养方向：天文知识、地理信息 

计算机技术方向：网络通信、数据挖掘 

工程方向：实物模型解释科学原理、统筹与规划 

逻辑运算方向：高精度运算、简单建模、图表分析、想象力 

 

小学高年级组（五、六年级） 

科学素养方向： 简单物理化学常识、能源与环境 



计算机技术方向：数据库、人工智能 

工程优化方向：根据原理优化改进、协调与效率意识  

多重逻辑方向：逻辑推理、复杂经典生活问题，创新力 

4.2 积分规则 

省赛和国赛，各组别总分均为 200 分 

 

5.比赛评奖 

5.1 晋级制度 

所有组织比赛的省份，各组别省赛前 10名选手晋级国赛 

5.2 评奖设置 

省赛：省级一等奖、省级二等奖、省级三等奖，比例分别为

25%、35%、40%，并颁发证书。 

国赛：国级一等奖、国级二等奖、国级三等奖、比例分别为

25%、35%、40%，并颁发证书 

 

 

 

 

 

 

 

 



附件一：基础测评案例展示 

 

小中年级组样卷 

项目背景说明 

Z 国位于火星的基地已失联 2周，基地内共有 12位科学

家，男性 8名，女性 4名。基地的氧气和食物储备仅够维

持 20 天，Z国已经组织一只 6人救援队开展救援。最近的

登陆点位于基地 100KM处，火星地表温度零下 30°，地面

多为碎石地面，部分地区会有巨石阻碍 

 

1、在火星零下 30°的环境中，以下哪种材料最适合作为宇

航服的保温层？ 

A) 棉布 B) 金属 C) 塑料 D) 皮革 

答案：A 

出题方向：科学-物质特征 

 

2、如果救援队平均每天行进 5公里，他们需要多少天才能

到达基地？ 

A) 10天 B) 20天 C) 15天 D）25 天 

答案：B 

出题方向：数学-除法 

 



3、基于火星表面主要是碎石和巨石，以下哪种车辆类型最

适合救援队使用? 

A）跑车 B）卡车 C）越野车 D）赛车 

答案：C 

出题方向：工程-交通工具 

 

4.火星风暴导致灰尘覆盖了救援车的太阳能电池板，遮挡

了电池充电所需的大部分阳光，火星上方卫星拍到了救援

车太阳能电池板的现状，你能帮科学家推测出目前太阳能

电池板实际可利用面积吗？（原画：太阳能电池板，中间

是可利用面积，四周是被灰尘覆盖区域，2 个格点间标注长

度 1 分米） 

 

 

 

 

A.14    B.13     C.16 

答案:A 

解析: 

格点多边形求面积，方法不唯一。 

4×6=24；3×2÷2=3；4×1÷2=2；2×2÷2=2；2×3÷2=3 

24-（3+2+2+3）=14 

出题方向：数学--图形认知和灵活应用 

 

5.在火星上，什么可能对汽车构成阻碍? 



A ) 温度过低 B ) 巨石 C ) 缺乏路标 D )所有以上 

答案：D 

出题方向：工程-交通工具 

 

6.救援团单人单日需求 2 单位食物与供应品 ，那么他们单

日需要准备至少多少个单位供应品 ? 

A）2单位 B）10单位 C）12单位 D）15 单位 

答案：C 

出题方向：数学-乘法 

 

7.救援团单人单日需求 2 单位食物与供应品，他们共计准

备了 120 单位的供应品，如果救援队由于巨石阻碍而减慢

了行进速度，他们每天需要行进多远才能在食物和氧气耗

尽前到达基地？ 

A）5KM B )10KM C )15KM D）20KM 

答案：B 

出题方向：数学-除法 

 

8 Z 国组织了一只 6 人救援队，如果这个团队内有 3 名女性

成员,那么女性占比是多少%? 

A):50%,B):33%,C):66%,D):83% 

答案：A 



出题方向：数学-比例 

 

9.在零下 30°环境中,通常用什么方法来保持食物不被冻

结? 

A)加热,B )保温,C )冷藏,D )真空包装 

答案：A 

出题方向：技术-温控 

 

10.在火星上建立基地，以下哪项技术最重要？ 

A）气候控制技术，B )通讯技术，C )食品储存和生产技

术，D )所有以上 

答案：D 

出题方向：工程-人类栖息地 

 

11.如果救援队在行进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巨石阻挡道路,以

下工具哪个可能移开巨石? 

A）杠杆 B）齿轮 C）计时器  

答案：A 

出题方向：技术-简单机械 

 

12.如果救援队需要通过一个有巨石的区域，他们应该选择

怎样的路线？ 



A) 直线穿越 B) 绕开巨石 C) 切割巨石 D) 掘地而过 

答案：B 

出题方向：工程-路线规划 

 

13.如果 Z国想要通过无人机送达更多供给品给基地，他们

应该关注什么因素？ 

A）无人机电量 B）火星表面情况 C）无人机载重量 D ) 

所有以上 

答案：D 

出题方向：技术-交通工具 

 

14. 火星车需要采集不同地质的矿石样本，送回火星基地

进一步研究。经过不懈努力，火星车采集到五种不同的矿

石，如下表所示： 

矿石类型 A B C D E 

重量（千

克） 

3 3 4 2 6 

体积（立方

厘米） 

15 9 16 4.8 12 

火星车最多携带 12 千克的样本返回基地，可以选择性带走

五种不同类型矿石中的若干个，而体积越小越方便携带运

输，为了携带体积尽可能小的重量尽可能多的矿石，火星

车需要选择其中几样矿石带走，这些矿石样本的总体积是

（          ）立方厘米。 



答案:25.8 

解析: 

火星车可以携带 12 千克样本，每千克体积尽可能最小，优

先顺序依次为 E、D、B、C、A；而且要尽可能装满 12 千

克，可以携带样本 E、D、C；因此保证最小体积携带最多的

样本，需携带样本 E、D、B，总体积为 12+4.8+9=25.8（立

方厘米） 

出题方向：数学--统筹与优化 

 

15.在火星上, 为了防止食物过早腐败, 最好采用哪种保存

方式? 

A) 冷冻 B) 腌制 C) 风干 D) 所有以上 

答案:D 

出题方向：技术-食品保存 

 

16.在火星上进行远程通讯 ，最可能使用哪种技术 ? 

A)Wi-Fi ,B)蓝牙,C)卫星通讯,D )光纤 

答案：C 

出题方向：技术-通讯技术 

 

17.在火星上 ，以下哪种能源最可行 ? 

A)风能,B )太阳能,C )核能,D )石油 

答案：C 



出题方向：科学-能源 

 

18.经过一段时间的科学调研，科学家结合火星车搜集到的

数据，整理出夏季赤道附近一周的火星表面温度，如图。

你能根据图中数据推测出本周火星表面的平均温度吗？ 

 

 

 

 

 

 

 

 

A.22    B.28     C.30 

答案:B 

出题方向：数学--统计图 

 

 

 

https://yach-doc-shimo.zhiyinlou.com/sheets/16q8M9JYzRt0pvk7/MO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