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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十三届全国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

人工智能项目全国交流活动任务书

一、安全提示

在参与活动完成任务的整体过程中，任何时候都要切记安全第一，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一）防疫安全

1. 请遵守当地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开展活动。学生根据作品创作的需要，与老师或同学

进行线下或线上的研究与交流。

2. 养成勤洗手的良好习惯，学生参与活动后或进食前，应先洗手，与他人交谈或工作

中，请戴好口罩并做好相关防护。

（二）用电及使用工具安全

1. 使用交流电的工具及设备在使用前需进行安全检查，有问题或不符合安全要求时，

一律不使用。不要用湿手接触带电工具或电源插座，不使用质量差或有问题的电源接线板。

2. 带电工具长时间不用时应切断电源，电池充电过程须注意通风散热。

3. 提前明确电源总开关的位置及关闭方法。若发生触电事故，应立即切断电源，并采

取相应的触电急救措施。

4. 谨慎使用工具，如使用电烙铁、热熔胶枪或其他发热元器件时，注意不触及高温发

热部分，以免烫伤。使用刀具等锐利工具时，要注意防护，避免伤及自身或他人。

5．使用机械工具时，必须佩戴防护手套或护目镜等防护装备。

二、任务说明

（一）组队说明

参加全国交流活动的人员名单以各省级活动组织单位报送的名单为准。小学、初中、

高中（含中职）组原则上 2 人一队。每人限报 1 名指导教师。由于疫情原因，不具备 2 人一

队条件的学生，经省级活动组织单位确认，可以独立 1 人为一支队伍。队内可以远程合作，

完成任务地点可以在学校，也可以在家庭。

（二）任务说明

1.任务主题

组别 AI 技术 主题 选题案例

小学

（四年

级及以

上）

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

语义理解

语音交互控

智慧社区：

智慧社区已经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过程中重要的建设单元，通过各

种人工智能技术感知人们的需求，

例如：社区中根据语

音指令进行动作的智

能机器；可以正确识

别语义，和儿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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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让社区服务更加人性化，可以提升

我们居住社区的生活品质，让人们

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便捷。在众多

的技术中，智能语音技术和动作控

制技术又是重中之重，让我们一起

来探索它们在未来智慧社区之中的

各种应用吧！

人机交互的智能伴

侣；可以跟访客进行

对话识别其身份的智

能门锁等

初中 人脸识别

物体识别

物体跟踪

视觉模型训

练

模型调用

...

智慧农业：

我国每年需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进行农业生产，例如果实采摘与分

类等工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

农作物生产效率，加快农业转型升

级，是新一代青少年需要面对的挑

战。在众多的人工智能技术中，视

觉识别、动作控制等对于农业技术

的发展十分重要。让我们利用这些

人工智能技术设计新颖的应用模

块，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例如：通过视觉识别

技术检测作物种类；

根据模型训练判断果

实是否成熟；通过物

体识别和跟踪消灭害

虫；利用人脸识别判

断身份分发不同种类

的农业物资等

高中

（含中

职）

视觉识别

AI 模型训练

AI 算法调用

语音识别

语义理解

语音合成

图像识别

运动控制

...

智慧交通：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交通

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

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

用领域也不断扩大，研究范围包括

了机器学习、自然语言理解、计算

机视觉、自动程序设计、感知系统

等多方面内容。为了更好的保证交

通的畅通和安全，提升交通管理的

人性化，借助 AI 技术实现的智能交

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结合自

己对日常交通中发现的问题，运用

AI 技术，探索提升交通智慧化的场

景吧！

例如：智能车牌识别；

驾驶员疲劳情况监测

及报警；人体摔倒监

测，帮助路上老人进

行突发疾病的报警；

通过视觉统计路口的

车流量，自动调整红

绿灯时长；通过视觉

识别，监测前车距离，

做到碰撞预警等；通

过图像识别，做到类

似自动驾驶等。

努力发现生活中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品质的问题点，创新的思考解决方式，突出

人工智能的功能特点，通过方案设计、硬件搭建、编写程序、软件调试等，以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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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借助自然语言交互、图像识别、大数据分析等方式，初步实现团队的人工智能创意

应用方案。创意设计中，要多比较以往成熟作品，避免雷同，做到应用方式或作品功能创新。

2.各组别技术建议如下：

（1）小学组：方案以人工智能智慧社区为主题，突出社区生活场景以及提升人们的社

区生活品质需求，AI 技术应用方面主要体现自动语音识别技术（ASR）和语音合成技术（TTS）

的应用，通过设定自定义的语音关键词，控制舵机、电机和传感器等电子模块完成指定动作，

解决社区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作品中，建议自定义语音交互不少于 5 条，语音指令能够实

际控制智能设备的动作。

（2）初中组：方案以人工智能智慧农业为主题，突出农业生产中借助人工智能提高效

率的特点，通过视觉识别、传感器运用、舵机和电机运用等，实现智慧农业任务模型的应用

场景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在作品中，建议至少使用多种不同的视觉识别技术，且作品能

够根据随机样品即时进行程序编写实现正确的功能。

（3）高中（含中职）组：方案以人工智能智慧交通为主题，依托支持语音、视觉、动

作控制和算法学习的开源硬件设备等，体现人工智能设备的视觉、语音和动作控制等多项

AI 技术的综合应用，实现模拟智慧交通的实际场景，创新的解决智慧交通实际问题。

3.其他要求：

（1）突出借助人工智能的功能、硬件、算法等，实现对事物的认知、推理、决策等功

能，强化作品类人智能的呈现，并区别于传统的创客和机器人项目。学生设计制作的人工智

能创意应用模型或方案须突出人工智能属性，如具备人脸识别、图像识别、视觉识别、语音

识别、手势识别等技术，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手段，实现相关智能感知，自动执行规定

任务和实现预设功能。

（2）符合主题要求，避免与传统作品的雷同，突出观察生活和创新，富有技术性、艺

术性、规范性，突出团队协作与成果表达。能反映学生的工程设计思维、计算思维、团队协

作能力。

（三）器材说明

根据自己的设计方案，自行准备相关软硬件器材，人工智能项目重在鼓励创新、创意和

动手实践，突出观察生活和问题解决。不鼓励依赖高端器材或堆积器材数量。

三、提交资料

参加此项活动的学生需要提交下表所示文字和视频资料，由省级活动组织单位统一收集，

并于 2022 年 8 月 8 日前提交全国活动平台。全部文件大小压缩包不超过 200MB，省级活动

组织单位以系统报名编号命名并在活动网站统一上传（可使用客户端批量上传）。

文档类型 文档中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文档的格式

演示视频
视频需要出现每支队伍所有队员，内容应包括：作

品制作各环节、各自分工及设计制作思路的陈述、
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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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和演示，针对人工智能特征的功能、算法

实现、创意等需着重介绍和展示，视频时长不超过

5 分钟，大小建议不超过 100MB。

创作说明文档
包含至少 5 个步骤的作品制作过程，每个步骤包括

至少 1 张图片和文字说明。
docx 或 pdf

汇报演示文稿

汇报分享演示文稿（包含封面、目录、设计意图、

作品功能、制作元器件与材料、技术实现过程、制

作反思），要求图文并茂，条理清晰。

pptx 或 pdf

软硬件器材清单
列出制作作品所使用的软硬件器材。专用于人工智

能功能的器材要进行标识。
docx 或 pdf

源代码清单等
软件源代码、源文件、调用外部人工智能 API 和库

函数、人工智能算法描述等。
其他

具体要求及建议：

1. 提交的文档中应完整、详细的描述作品设计思路（解决问题的想法和步骤等），并把

设计思路、作品功能、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核心硬件器材和程序代码进行说明，并配上相应的

图片。

2. 演示视频要求包含学生对作品设计思路、制作过程的介绍，并完整、不间断地记录

人工智能作品功能演示的完整过程，可以加上解说。演示视频不得过度剪辑，要真实反映作

品实现的功能。

3. 在拍摄相片和视频的过程中注意保证环境光线的亮度、拍摄的清晰度和稳定性，重

点突出作品的主体部分；环境光较暗时，可以利用辅助光源进行补光。学生需要同时入镜，

可请他人协助拍摄。

4. 及时整理所有的文档，仔细检查后将它们分别存入相应的文件夹中，压缩打包，经

查杀计算机病毒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