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纷呈：首届上海市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

2018 年 11 月 24 日，首届上海市青

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顺利开幕。 在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指导下， 该项赛事由上海

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主办， 黄浦区青少

年科技活动中心、黄浦区教育学院、黄浦

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山学校承办， 并得到

了相关企业的大力支持。

四支队伍参加了启动仪式上的表演

赛。 小学组由一师附小和张江高科实验

小学组成。 一师附小的小车侧重外观设

计，一辆是对乐高雪地车进行拆装，另一

辆是利用在车模社团中的小车， 进行再

加工，在机械与科技含量之外，进行艺术

发挥， 体现出现代小学生鲜亮明媚的色

彩； 张江高科实验小学的参赛选手虽然

年纪小， 但是扎实的知识功底及赛前培

训让其在谈到赛场难题时非常精准，表

示在“红绿灯”识别问题上，黄灯的亮度

高容易产生干扰。 高中组由西南位育中

学和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组成，

西南位育中学邱艺凝同学在谈及四车行

驶、两车相汇的避让难题时，讲到在半年

的准备期内反复调试， 最终确定自己的

小车主要跑在靠近己方的半场， 从而有

效避开对方车辆， 反复的赛前调试让他

们信心满怀。 这些问题的产生源自于实

践， 孩子们只有切身体会后才会有这些

发自肺腑的疑问， 只有亲身解题后才会

形成更深入更长久的思考。

当天挑战赛现场由 “青少年挑战赛

市级决赛”及“嘉年华活动”两个板块构

成。 在挑战赛决赛中设立综合竞赛项目

及单项展示项目，分设小学、初中和高中

组。综合竞赛项目为“智能驾驶”，其参赛

队伍由 4 位学生组成， 需要设计并制作

2 辆智能驾驶小车， 参加锦标赛和挑战

赛两个子项目； 单项展示项目为 “我的

AI 研究成果———一个创意作品背后的

故事”，其参赛队伍由 2 位学生组成。 用

做展板、讲故事的形式表现“我的 AI 研

究成果”。 在竞争激烈的赛事安排外，还

有约 20 个展位同时进行现场展示、科学

演绎及公众体验， 涵盖人工智能领域高

新技术企业的前沿科技和应用革新，包

括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算法、框架平台、

智能芯片等多个领域。

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策划开展

的首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具有“水

平高、赛事新、亮点多”等特征，在设计与

组织中充分体现了先进性、 实践性和教

育性，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基于编程能力的技术融合 。

“智能驾驶 ” 的两个子项目场地一致 ，

但是场地上的任务不同， 锦标赛的任务

是 “遵守交规， 正确行驶”， 挑战赛的

任务是 “路径规划， 高效行驶”。 在一

块大小为 780cm×500cm 场地中， 4 辆小

车同场竞技。 智能小车的制作必须具有

自主运行、 独立执行任务能力， 除启动

外， 不允许通过遥控、 线控及上位机指

令来接受任务 ， 这有别于传统车辆设

计， 这是对工程技术车辆运行原理的考

察 。 本次参赛小车的程序设计比较开

放，可以是代码编程，也可以是流程图编

程， 只是单独运用编程还不能体现人工

智能的因素 ，因而引入 “红绿灯 ”与 “行

人”等障碍，叠加了对“颜色识别”与“图

像处理”的能力要求。 “车辆传感器种类

和数量”“车辆运动方式”及“车辆尺寸”

的“不设限”更加凸显了“人工智能+”的

跨界内涵， 更是为广大青少年构建了广

阔的想象空间。

二是基于综合能力提升的赛题设
置。 “综合竞赛”是将比赛场景置于实际

生活中，精确的场地设置、精准的道路设

计、 精细的任务描述将安全驾驶实景模

拟在参赛学生眼前。 “遵守交规，安全行

驶”与“路径规划，高效行驶”两个难度层

次不同的赛题将生活中的“知识点”转化

为比赛场上思维升级、 灵感迸发的 “端

口”。 通过对车辆的设计与控制，将严守

交规、礼让行人、自觉停车、顺车掉头、规

划路线等技能操作内化为现代公民的综

合素养 。 “单项展示 ” 用展板 （90cm×

120cm） 浓缩这个创意作品背后的故事，

答辩环节则对设计者提出“口头表达”能

力的要求，信息技术跃迁式变革的今天，

青少年“面对面”的口头交际能力并未相

应提升，“有效沟通” 成为现代公民的必

备素质之一，通过这种竞赛地开展，将展

示与答辩融为一体，在生活的大舞台上、

在场上聚光灯注视下， 在 3 大类 9 小项

的评分细则规范下， 极大激励了青少年

综合能力提升。

《人脸识别自动打卡门禁系统》的设

计者之一林怡泽同学表示， 两年的编程

学习让他有很多思考，先学习了 OpenMv

的编程方法，再进行相应的制作。特别是

实地制作中， 不可能真的在一扇门上做

实验，所以购买舵机，在舵机上安装单片

机实现“开门”“关门”等动作。 在被问及

未来发展前景时， 这个 8 年级的小伙伴

很有信心地表示———“人脸识别打卡更

多应用于工作环境， 以后修改方向应是

广泛收集数据建立员工信息数据库，实

现人脸识别更智能地发展”。

《走进生活之 AI 家庭小管家 》的设

计者之一张乐怡同学，自信大方。从小学

C 语言的她， 在接触到了机器人等领域

后，认真学习 OpenMv 这种编程方式，觉

得相比于传统方式， 这种编程更易操作

且能实现更多实用功能。她自豪地表示，

型号为 2561 的单片机是自己的原创性

使用、在例程讲解中找到相应函数，并进

行参数调整，编写为自己所需要的“人脸

识别”程序，这也是自己的初衷。

三是基于现代教育精神的活动管
理。比赛既是选拔优质人才的手段，也是

孕育有潜质人才的摇篮。 锦标赛的内容

于赛前确定， 引导学生在约 6 个月的周

期内开展相关学习与创作， 其间还进行

区内选拔。 “赛前培养，边学边赛，以赛促

智”让参赛师生在过程中获益。利用现代

多媒体技术， 实现现场内大屏直播与网

络直播同时进行，保证赛事面向大众，公

开透明；加强与高新技术企业合作，评价

反馈及奖励机制兼顾公平与效率，“单项

奖”及“大赛奖”的设立从不同维度对参

赛学生进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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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设了解、学习、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平台
智慧与技术联手： 让头脑与机脑 “对接” 习得与前瞻携手： 让现在与未来 “对话”

———2019 年上海市青少年 “人工智能创新月” 隆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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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人工智能”学

习、体验、实践的“盛宴”

———2019 年上海市青少

年人工智能创新月正在

本市隆重上演。 作为青

少年科技创新的盛事 ，

本次“创新月”围绕“走进

AI新世界”的主题，10月

至 11 月邀你来玩转人

工智能技术， 持续开展

一个月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学生体验、团队竞技、

特色单项展示挑战活

动， 展示青少年人工智

能技术探究与创新的智

慧碰撞，智能引领未来，

挑战就在当下。

“创新月” 活动由

AI 知识学堂、AI 算法擂

台 、AI 技术大探索 、AI

嘉年华四大板块构成 ，

线上线下联动、 理论实

践并重、普及提高兼顾 ,

从零基础到算法高手乃

至有较好人工智能基础

的青少年都可以在 “创

新月 ” 活动中学习 、挑

战、展示、分享。

人工智能，从 1956 年首次提出，进入人们的视野，到如今大跨步地进入
整个世界，出现在人们身边，这项被认为世界三大尖端技术之一（空间技术、能
源技术、人工智能）、二十一世纪三大尖端技术（基因工程、纳米科学、人工智
能），已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深度影响着社会的进程、进步，深层建构
着人们的思想、思维。

作为以科学技术教育普及与提高为使命， 培育青少年一代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为己任的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搭准科学技术的时代发展脉搏，瞄
准科学技术的前沿发展趋势， 定准科学技术的教育发展方位， 发挥自身的功
能，利用现有的优势，一直致力于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倾其全力为青少年提高
科学素养、提升技术本领“打头阵”。

自国务院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促进新
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以来， 人工智能教育逐步走向边界明
晰、向度多元，对广大青少年而言，这既是智能化教育，又是促进智能发展的教
育。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争做国家政策的响应者、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的
探索者，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指导下，于 2018 年策划组织了首届“上海市
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 为青少年学生提供现场学习和互相切磋的平台，提
升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应用能力。在半年的策划与实施期间，吸引了全市百余
所学校、数千名学生参赛。 共有 136 支队伍，400 多名学生参加现场决赛。

如今，为响应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工业和信息化部《促进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等关于大力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重
大决策，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指导下，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将人工智能挑
战赛升级为人工智能创新月，以“走进 AI 新世界”为主题, 联合复旦大学智
能机器人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
院、 同济大学定位导航实验室、Arm 人工智能生态联盟等单位， 于 10 月 19

日———11 月 30 日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上海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月活动，进
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从前沿概念走进青少年学生的实际生活。

从“挑战赛”到“创新月”，显示了人工智能教育正从“赛事”变成“常事”；从
吸引“爱好者”变成普及“众学生”，体现了人工智能教育正从“塔尖”变成“塔
基”；从突破“局部”向系统“架构”转变，表现了人工智能教育正从“碎片”变成
“全盘”。

主题鲜明：“走进 AI新世界”

人工智能 ， 是当今令各国关注的

“世界命题 ”， 也是科技界集中攻关的

“世纪课题 ”， 更是与人们息息相关的

“生活主题”。

人工智能形成新的
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英文缩写为 AI。 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

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

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亦称智械、 机器智能，指

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

能。 通常人工智能，是指通过普通计算

机程序来呈现人类智能的技术。 通过医

学、神经科学 、机器人学及统计学等的

进步，有些预测则认为人类的无数职业

也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人工智能教育成为
科技教育增长点
正因为此 ，人工智能教育 ，可以说

是现代教育必不可少的，也是校外科技

教育的新热点。 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认

为，人工智能 ，不仅是一个新的科技教

育内容，而且对学生改变思维方式会带

来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为增进科学素养

提供新的视角。 上海市科艺教育中心选

择人工智能作为走向新世界的“窗口”，

很有意义和价值。

人工智能 ，不但要普及知识 ，更要

动手参与实践。 市科艺教育中心主任陆

晔指出 ，开展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 “创

新月”活动 ，既是引导学生加入现代科

技的“洪流”，也是倡导学生运用最新技

术掌握创新之术的“开闸”。

“走进 AI 新世界”，这是对青少年学

生的时代呼唤，走进这个世界，面前展现

的是一片新天地，点拨的是一种新思维。

内容丰富：“创新月”菜单丰满
“走进 AI 新世界 ”，“创新月 ”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

“菜单一”：AI 知识学堂

通过网络平台举办 “AI 知识学堂”

活动。 旨在激发青少年对于人工智能领

域的兴趣， 通过四周的学习和竞答，引

导他们初步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

概念、发展历史、整体思路、应用范围和

场景。

欢迎 “零基础 ”的中小学生来这里

学习并参与挑战。 完成所有问答可以获

得勋章奖励哟。

时间：10 月 19 日-11 月 15 日

面向对象：中小学生

参与方式：本市中小学生可直接使

用学籍号和本人姓名登录网站并参与

学习问答。 无本市学籍号的可通过注册

用户的方式参与。

“菜单二”：AI 算法擂台

通过网络平台举办 “AI 算法擂台”

活动初赛， 在市级活动现场进行决赛。

旨在促进青少年对于人工智能算法的

理解和应用，引导他们在理解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范围和场景的基础上，开展算

法设计，涉及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人脸识

别等领域，提高青少年对人工智能算法

在科学技术领域应用的认知和创新。

欢迎有一定算法和编程基础的中

学生参与解决现实而经典的问题 ， 在

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范围和场景的

基础上 ， 开展算法设计 。 经过两周的

线上初赛 ， 优秀的队伍将参加决赛现

场的角逐。

时间 ： 初赛 10 月 26 日-11 月 10

日，决赛 11 月 23 日

面向对象：本市初高中学生

参与方式：2 人一队组成团队，经所

在学校推荐后，通过各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少科站报名参赛。

“菜单三”：AI 技术大探索

在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范围和

场景的基础上， 思考身边的现实问题，

尝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解决。

“第二届上海市青少年人工智能挑

战赛”（11 月 23 日） 通过智能驾驶 （高

架+垃圾分类）、 我的 AI 研究成果———

让视觉障碍人士看清世界（针对视觉障

碍人士出行难问题，请参赛队基于室内

定位 、地图信息 、传感器融合 、视觉识

别、语音交互、路径规划等 AI 相关技术

设计一个创新性作品）， 展示综合解决

能力。

“第十六届上海未来工程师大赛”

———“电子工程师”项目（10 月 26 日 ）、

“2019 年上海市青少年电子设计制作活

动 ”———“智能控制设计与制作 ” 项目

（11 月 30 日）、“第十九届上海市青少年

计算机应用操作竞赛” ———“Python 与

智能处理”项目（11 月 24 日）、“2019 年

上海市中学生数学建模活动 ” ———头

痛病症简易咨询系统设计 （11 月 23 日

展示），展示人工智能单项成果。

面向对象：本市中小学生

参与方式 ：按各比赛要求 ，经所在

学校推荐后 ， 通过各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少科站报名参赛。

“菜单四”：AI 嘉年华

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影响力、有知名

度的高新技术企业，展现人工智能领域

的前沿技术和应用革新，通过网络和现

场的展示 、科学演绎及公众体验 ，激发

青少年及公众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兴

趣，在体验互动的过程中感受人工智能

技术的魅力。 线下体验设在 11 月 23 日

第二届上海市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

现场。

参展申请方式：有意向的企业可将

企业简介发送至 aic2018@163.com，与

主办方取得联系。

11 月 23 日将于宝山区青少年活动

中心开展 AI 技术大探索———人工智能

挑战赛决赛、AI 算法擂台决赛及 AI 嘉

年华展示活动。

扫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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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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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http://ai.secs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