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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 ”

2016年以来，中国航天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北斗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建成开通，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基本建成，卫星通信广播服务能力稳步增强，探月工程“三

步走”圆满收官，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运营，“天问一号”实现从地月系到行星际探测的跨越，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2022年1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我国第五部航天白皮书——《2021中

国的航天》，以建设航天强国为主线，为未来五年中国航天“划重点”：实施探月工程四期、深化载

人登月方案论证、完成火星采样返回、木星系探测、研制发射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航天在坚定中

国自信、端正价值追求、促进科技创新与发展等方面正发挥着引领作用。2024年10月中国科学院、国家

航天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发布《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2050年）》，在未

来25年时间内不断取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原创成果，实现空间科学高质量发展，带动空间

技术创新突破，促进空间应用升级换代，跻身国际前列，成为空间科学强国。

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旨在弘扬航天精神，普及航天知识，在广大青少年心中播撒仰望星空、飞天

逐梦的种子。航天创意比赛正是青少年能够展示自己想象力和创意能力的舞台，更能激发青少年探索

太空的热情。

2
2.1

比赛按小学组（三至六年级）、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中技、职高）三个组别进行。

2.2

航天创意比赛设航天科技知识考察与创意设计两个竞赛环节。

2.2. 1 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中，参赛队需完成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占总分10%），并对自己的创意设

计进行现场展演答辩（占总分90%）。两项综合评分评出优秀参赛队，根据比赛成绩择优推选至青少

年航天创新大赛浙江赛区总决赛。

2.2.2 比赛成绩=0.9×现场答辩得分+0. 1×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

3
3.1

3.1. 1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封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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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知识考察由比赛组委会命题。考题涵盖航天精神、文化与航天科学技术知识等内容。考题形式

以机答题为主，满分为100分。考察得分是比赛总成绩的一部分。

3.1.3 以参赛队为单位进行知识考察。缺席考察的参赛队得零分。

3.1.4 考察在比赛期间择机进行，由比赛组委会统一组织。考察时间不超过1小时。考察成绩由比赛组

委会宣布。

3. 1.5 创意赛不排除在答辩环节中评委对学生提出有关航天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问题。

3.2

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以实际任务为背景出具选题，参赛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发挥想象力

、提出创意，深入思考， 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完成创意设计方案并进行呈现。力争充分激发参赛学生

的创意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培养创新思维，提升工程实践能力，发现具有端正的科学态度和社会责

任意识的青少年。

2025年创意赛聚焦于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导航应用三个方向，参赛学生可选择参考以下

选题方向：

参考主题（1）：载人航天方向

拓展人类的生存边界，向太空进发是全人类的梦想。浩瀚的宇宙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然而看似

平静的太空却危机四伏。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早已适应了地表环境，决定人类能否走出地球摇

篮走向深空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我们能否在太空中建立安全、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进入空间站时代，请思考如何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可参考但不限于

以下问题展开：

未来空间站可以营造哪些环境保障长期驻留航天员的身心健康？如可为航天员配置微训练器材

维持健康的身体状况，还可以设置娱乐设施及其他适合的空间站用品保证心理健康。

未来空间站或如何解决航天员长期驻留基本生存的问题？如保证生存所需关键物质（如水、氧气、

固体物质）的循环，食物的自给自足等。

如何围绕空间飞行器关键技术，开展航天器热控、能源、推进、导航等方向的技术试验验证，不

断取得技术突破？

如何围绕制约人类长期航天飞行的主要医学问题，开展创新性的航天医学实验研究，为实现航天

员在太空的长期健康生存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基础？

如何开展航天育种搭载实验，取得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成果？

探究微重力环境下物质运动和生命活动规律。

载人深空探测航天服外观设计成什么样子？需要具备哪些功能？

参考主题（2）：深空探测方向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中国航天经过多年的努力创造了辉煌

的成就，还将继续实施包括火星在内的行星探测任务，探索更多的地外星球，为人类文明的进步、科

技的发展、将来移民第二家园做好充分的准备。本方向的参赛作品可参考但不限于以下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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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空探测（寻找、前往、建设等）的过程中，应用到哪些科学原理和科学技术？

请你规划一个深空探测项目（例如探测太阳、小行星或彗星、探测太阳系边缘、飞出太阳系、探

索系外行星等），你想制定哪些探测任务和科研目的？如何设计探测装置？

你想在其他行星、行星的卫星或小行星上做哪些方向（例如资源开采、天文观测、科学实验、太

空种植、中转站、星际移民、小行星改造等）的研究？你会选择哪颗天体？如何保障研究的顺利开展？

探索太阳系天体和系外行星的宜居性，如果人类想要移民外星球，要解决哪些问题（食物、能源、

通信、辐射、航天员心理健康、避开陨石或其他小天体撞击等方面）？

在其他行星或卫星上如何建造能够满足人类生存所需的基地，基地中有哪些组成部分？在建造过

程中要考虑哪些因素？（可以选择太阳系内天体，也可以选择探测和设想中的系外行星）

围绕其他星球运行的人造卫星需要具备哪些功能？ 由哪些系统组成？会发挥什么作用？

如果要在太空进行天文观测，观测太阳系以外的恒星或其他深空天体，你想进行哪些方面的研

究？需要用到哪些科学原理？如何设计观测装置和观测计划？

参考主题（3） ：北斗导航应用方向

北斗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时间、空间信息。这些时空信息

就像水、电、互联网一样，是现代人类生活离不开的基础要素。基于北斗我们可以解决各种问题，提

出创意应用场景，利用北斗电子设备，通过模型制作和开源编程等方式，让人们在航天科技的服务下

生活得更加美好。让我们为了明天更好的生活积极思考。参赛作品可参考但不限于以下问题展开：

北斗的定位、导航、授时、短报文通信能力，如何帮助人们解决各种难题？

北斗如何在个人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北斗如何在某个行业（如交通、工农生产、环境保护、智慧城市）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何利用北斗技术绘制学校、公园、小区或景区的地图，并介绍给大家游览路线和重要景观？

如何利用北斗技术构建无人驾驶、智慧交通的场景？

如何在农业种植、林业植保、畜牧养殖、环境保护等场合，利用北斗技术使作业更有效率？

北斗如何在危急时刻（例如在地震、水灾、火灾、泥石流等）守护人们的安全？

北斗短报文卫星通信功能可以在无手机信号覆盖的地方保持通信畅通，在部分手机中已经具备了

北斗通信功能，利用这个功能，我们可以实现什么样的应用？

北斗如何与其他科技融合发挥更大的作用（与遥感和通信卫星结合、与5G通信技术结合、与多

种传感器和物联网结合、与人工智能结合……）？

未来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如何设计？如何更好地协助人类创造科技生活？

未来，我国计划要在月球甚至火星建设科考基地，那么，在地外星球（月球、火星等）如何建设

北斗导航系统为基地提供服务？

3.3

参赛队应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依据科学原理，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出一种

新颖的解决方案，进行创意设计，并形成本队的创意设计方案及海报。为更好地表达创意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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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学生可以 使用以下形式之一：实物模型、VR三维编程作品等方式进行方案实现。

4
4. 1 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的网站报名参赛。

4.2 各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时间前提交参赛材料。参赛材料是现场展示答辩前预选参赛项目的唯一

依据。各参赛队应按照以下格式提供参赛电子版资料：

4.2. 1 创意设计方案，以PDF形式提交，文件大小不超过5MB。
方案模板如下：

申报单位：申报日期：

姓名

学校名称

项目信息

（提示：小学组文字1500字以内，初\高中组文字1500-3000字，图片3-10张。请用宋体，10号字，1.5倍行距填写。）

项目概述，综合性地简要介绍项目的基本情况。

包括项目主题介绍、主要内容、创意点、研究结论等。

具体描述项目的目的和意义，明确所解决的具体问题。

具体阐述创意设计思路和方案，包括对项目的背景研究，研究过程，研究方法、

工具、技术路线和方案等方面的描述。可参考如下内容，并结合本研究项目特点

完善方案。

具体设计需求描述（需求分析）；

设定的设计标准及工程限制条件；

实现项目成果的具体过程、方法（需要呈现重要的时间节点）；

成果（文字描述或者数据分析）；

项目成果具有哪些特征，能够满足哪些特定需求，可应用在哪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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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研究新对象，采用新方法，得出新结论

总结项目研究过程遇到的难点，对现有项目成果制定进一步的研究计划。

（成员简介及任务分工）

4.2.2 展示海报，内容包含团队简介、设计意图、图纸、细节等，海报尺寸为900mm×1200mm（竖版），

以清晰的JPG格式图片提交，不超过5MB；

4.2.3 说明创意设计、制作的视频，参赛队必须全员参与，时长不少于4分钟、不超过5分钟，MP4格
式，大小不超过50MB；

4.2.4 方案实现内容（以下可选其一）。该部分提交材料能够充分展示创意设计的意图、过程或成果

等内容。

实物模型：方案提交阶段提交电子版照片，照片不超过3张，每张电子版照片大小不超过5M；现

场展演阶段实物大小不超过800mm×800mm×800mm，重量不超过10kg;

VR三维编程作品：三维仿真程序可使用unity3D、UnrealEngine、Xrmaker等行业通用的3D引擎进

行程序开发，禁止使用我的世界（Minecraft）、迷你世界、KerbalSpaceProgram及其他沙盒游戏或沙

盒编辑器进行程序开发。需提交程序源码及展示视频，作品长度不超过3分钟，视频大小不超过50M

。

4.3 现场比赛需由学生进行展示答辩，接受专家问辩。

4.4 参赛作品不得涉及保密内容。

4.5 创意方案应由学生独立或集体亲身实践和完成，可以接受老师的指导。

4.6 每支参赛队由不多于3名的学生和不多于2名指导教师组成，每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参赛队。学生

必须是截止到2025年6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现场布展和评审阶段场馆均封闭，仅允许学生队员在

场，指导教师不得入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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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1

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优秀作品进行现场展示并参加评委现场问辩环节。

在指定的评审问辩时间内，所有学生参赛队员均应在展位待命，不得任意缺席。参赛队指导教师

不得进入场馆。每项作品有5分钟的讲解与演示时间，5～10分钟的提问、答辩时间。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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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由答题系统自动判分，答题正确得分，不正确不得分。

5.2.2 评审专家将对创意方案、海报、方案实现及现场问辩表现进行评审。评审标准如下：

明确定义了要解决的问题（5分）

充分分析和总结了该问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5分）

项目目标明确，方案需求分析清晰，工程限制条件明确（（5分）

方案与创意物化成果高度匹配（5分）

研究过程的时间安排、节点成果展示等合理可行（5分）

呈现的方案思路清晰（5分）

作品为原创项目，在问题提出、方案设计等方面具有创新和创意，且创意具备新颖性

（20分）

研究过程中，采用新方法，提出某些新的观点，总结得出新结论，展现了团队的创造

能力（10分）

团队能够对设计方案进行反思与改进，提出下一步的改进方案（3分）

展望本研究的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和内容（2分）。

团队能对项目全流程进行合理规划与统筹，沟通充分，配合默契（10分）

提交的文档格式符合要求，排版规范，无文字错误（7分）

海报设计美观，视觉呈现优秀，相关元素完整，能够较好地反映主题（6分）

展示的作品（编程作品、实物模型）构思巧妙，展示效果良好（5分）

问辩中思路清晰,有肢体语言表达,语言流畅，重点突出，能够清楚地阐述作品创意与

实现的过程（7分）

‘

6. 1 参赛作品要求为原创作品，对于提交的内容不完整，或提供任何虚假信息；有违背相关法律、法

规，涉嫌作弊行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作品视为无效参赛作品，并承担全部责任。

6.2 历年的参赛作品不可重复参赛，否则视为无效参赛作品。

6.3 学校和学生所作的参赛方案及作品，所有权归参赛者个人或所在学校所有，允许主办方进行非商

业性质的各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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