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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大赛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第二届上海市青少年人工智
能创新大赛于今年5-8月继续举办，由团市委牵头，市教委、市经
信委、市科委等单位联合指导，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和青年报社
共同主办，全市近10家人工智能科普教育机构参与承办。今年大
赛共有来自全市500余所学校的3343名选手报名参赛，较首届大
赛增长6倍，最终有近900名选手荣获相应荣誉。

本届大赛以“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为主题，相比去年，实现了
三大方面的扩容，以多样形式营造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的热烈氛
围：年龄段扩容，为学龄前儿童专设赛道，并设置了符合从小学生到
大学生不同学段特点的个性化比赛项目，覆盖所有年龄群体；赛事
设置扩容，从去年3项比赛增加到8项赛事、17个竞赛类别，比赛场
景从天空到地面再到水面；活动载体扩容，同时开展AI科技校园行、
AI嘉年华、小科迷俱乐部等系列普及活动。

团市委书记王宇、副书记丁波等领导和嘉宾与参赛选手欢聚
一堂，共同见证智能化时代的青少年力量，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的教
育和培养，畅想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颁奖会现场，本次大赛各项
赛事的一、二等奖获得者、优秀指导教师和优秀组织奖获得者获表
彰。各赛道一等奖选手中，有的是小小少年，却心怀仰望星空的梦
想，用科技书写童年闪烁的繁星；有的已是明日当头，依然不改追
逐梦想的初心，用科技成就青春灿烂的阳光。每个学生们的眼睛
里都闪烁着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与憧憬。

第二届上海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大赛圆满收官

智能化时代需要青少年的力量

“同样是垃圾分类的项目，你

的动手能力其实比她强，但是她

的点子比你好！”杨浦区市东实验

中学初二的聂瑀均俨然一副大哥

哥的模样，给黄浦区曹光彪小学

四 年 级 胡 兴 恺 同 学 的 作 品“ 把

脉”。

创新，创新，还是要创新，在第

二届上海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

大赛颁奖现场，到处都能感受到来

自少年的创新力量。

被聂瑀均赞为“点子好”的是

张江高科实验小学香楠校区袁梦

同学带来的“垃圾分类小达人”。

她的创新点在于运用语音识别“提

问式”地帮助市民准确地投放垃

圾。市民只要回答“你的垃圾是否

可以回收”“是否可以给佩奇吃”

“佩奇吃了会不会中毒”等简单问

题，智能分类垃圾桶就能给出投放

建议。该作品获得了一等奖，现场

演示时，更是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

声。

而胡兴恺的小区垃圾分类智

能识别系统则获得了二等奖。他

的创意是在市民进行垃圾分类时，

相应的垃圾桶会亮灯进行提示。

“听了建议后，我想进一步完善功

能，接下来设计一个可以自动破

袋、自动分类、自动传送到各个垃

圾桶的装置。”

聂瑀均自己和同校学妹、初一

的张蕙如的作品“海王海上平台”

此番也获得了一等奖，这个用废

旧硬板纸和元器件制作的“大装

置”蕴含着巧心思。“我们解决的

是海洋污染、救援问题。”聂瑀均

认真地向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讲解他的创意：“这是人工智能摄

像头、光敏电阻、红外线夜视频，

可以感知夜间海面情况，图像识

别溺水人员和海洋漂浮物，然后

派出智能无死角弹射游泳圈，到

水面自动打开寻找溺水者，送回

海上平台。”就是这么一件看似

“毛胚”的装置，居然还可以用遥

控器进行操控。

这件历时一个半月制作出来的

作品创意来自于张蕙如，她负责制

作PPT和设计方案。“但是我提出来

时都无法想象怎么做出来，真的很

佩服学长的动手能力，执行力超

强。”他们本来还设想做个机械爪，

识别受伤的海洋动物，进行救援。

既要“走出去”
同时也“引进来”

主办方表示，今后计划通过区
域合作，进一步拓展赛事覆盖面，逐
步形成全国性的青少年人工智能大
赛，把“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的目
标，辐射影响到全国。还希望打造
全球性的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平
台。既要“走出去”通过与世界青少
年人工智能领域赛事有效对接，为
中国青少年科创精英搭建向世界展
示的舞台；同时也“引进来”，通过国
际邀请赛、国际圆桌论坛等方式，举
办国际性的交流活动。

未来，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大
赛将不断优化核心、完善机制、扩
大影响。发挥赛事的“孵化器”作
用，将青少年的优秀创意通过深挖
迭代，催生出更多新理念、新模式、
新产品；发挥赛事的“加速器”作
用，让青少年的创新意识、能力在
比赛中得到加速提升，在比拼中交
互赋能。

主办方表示，大赛未来要形成
标准化体系，打造专业化赛事。形成
组委会、专委会、AI特色校三级联动
的有效组织体系，形成AI大赛独有的
品牌效应。进一步体现赛事的“竞争
性”，形成规范严谨的赛事评价体系，
培养建设一支专业的裁判队伍，创造
公平公正权威的赛事环境。紧紧围
绕人工智能产品内容、技术发展，设
计符合青少年发展特点的比赛体系，
成为未来青少年人工智能领域的赛
事标准和独有标识。

此外，大赛还将延伸功能服务，
打造全新赛事价值。通过品牌赛
事，集聚一批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创
企业，为学校、学生提供研学、实践
的基地。另一方面，以赛事为出发
点，逐步建立青少年人工智能课程
体系，对接人工智能学科，培养复合
型人才。最终打造我国人工智能人
才高地，为国家培养储备人工智能
领域的人才。

在赛会现场，小小少年正用科技书写童年闪烁的繁星。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近900名选手荣获相应荣誉

本次大赛涌现出一批“小小科学家”。七宝明强
第二小学二年级的柏俊宇小朋友凭借保龄球机器人
获得了一等奖。“我的机器人可以行走，躲避障碍物，
瞄准目标，把保龄球放下，击中目标。”最小的一等奖
获得者是幼儿园组的周信言小朋友，这个喜欢乐高、觉
得毛绒玩具“太幼稚”的小女孩脑洞也很大：“我未来想
当科学家、画家、服装设计师，先画出草图，然后做个形
状好看的科技小装置，钉在衣服上。”

上海市通河中学科技辅导老师罗靓认为，以前“山
寨”是个贬义词，但事实上任何东西只要有一点改变就
是创新。“孩子们有了创新意识后，未来就会有自己原创
的东西。”

创新思维带来无限可能

“小小科学家”的奇思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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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照亮现实，热爱点
燃不凡，智慧造就奇迹。随
着一场无人机表演引领大
家走进人工智能的世界，也
带领大家走进了“第二届上
海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
大赛表彰仪式”的现场。

青年报记者 郭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