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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文件 

北 京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共青团 北京市委员会 
北 京 市 妇 女 联 合 会 
北 京 市 知 识 产 权 局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 
 

京科协发〔2023〕61 号 

 

 
关于举办第 43 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的通知 
 

各区科协、教委、科委、团委、妇联、知识产权局： 

为深入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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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中小学各类科技活动的优秀成果，发现和培养科技后备

人才，全面提高首都青少年科学素质，市科协、市教委、市科委、

中关村管委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知识产权局、怀柔区人民政

府将联合举办第 43 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以下简称“大

赛”）。“大赛”计划于 2024 年 3 月中下旬举办，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主题 

发现 创新 责任 

二、内容 

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系列活动共设置 6个赛道，内容包

括面向青少年的科技创新成果、创客作品、科技实践活动和科学

幻想绘画，面向科技辅导员的科技教育创新成果、创客教师作品。 

（一）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参赛作品分为 A、 B 两类.

（1）A 类作品指选题专业性较强，且需具备较为深厚的专业基

础，并在专业实验室或专业机构完成的作品；（2）B 类作品指

选题源于日常生活，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或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

小发明、小制作、小论文等。小学生原则上只能申报 B 类作品，

如申报 A 类作品，将按中学生评审标准参赛。 

（二）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分为科教制作类和科

教方案类两类。（1）科教制作类作品是由科技辅导员本人设计

或改进的为科技教育教学服务的教具、仪器、设备等。作品按学

科分为物理教学类、化学教学类、生物教学类、数学教学类、信

息技术教学类和其他。（2）科教方案类作品是由科技辅导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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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设计撰写的科技教育活动或教学的预设方案,须是已开始实施

或已实施完成。 

（三）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少年儿童对未来科学发展的

畅想和展望，利用绘画形式表现未来人类的生产、生活情景。 

（四）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以团体（如：小组、班级、社

团、年级、学校、校外教育机构等） 名义，在课外活动、研究

性学习或社会实践活动中，围绕某一科技主题开展的具有一定科

普教育意义的集体活动。 

（五）青少年创客作品。以动手实践为主要方式，基于开源

软、硬件进行制作的符合作品主题的各类具有创意的物品，如模

型、样机等，不能是对套件的简单组装，作品可以包含生产实践

中发现的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手段，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创

造有价值的物化劳动成果。作品要将艺术性与科技性进行融合，

重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运用，也可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创客元素进行结合。 

（六）创客教师作品。以“科技教育”、“劳动教育”为主

线，通过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现代化技术手段体现教学工作中创客

的“教”与“学”和“想”与“造”。展示作品形式包括：教师

本人设计或改进的教具、仪器或设备等；教师本人所撰写的教学

案例、论文等。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共青团北京市

委员会、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北京市怀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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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承办单位设立第 43 届大赛组织委员会，组委会

下设秘书处，设在北京科学中心（北京青少年科技中心）。负责

落实组委会部署的任务及大赛日常工作。建立评审、监督、科学

道德和伦理审查机制和工作委员会。 

四、实施阶段 

第一阶段：2023 年 12 月前为区级赛事组织阶段，区级组织

机构参照“大赛”章程和各赛项规则，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自

行组织开展本区竞赛，并按分配名额和规定时间推荐优秀项目参

加“大赛”。 

第二阶段：2023 年 12 月-2024 年 4月为北京赛事组织阶段，

组委会组织项目申报、资格审查、科学道德和伦理审查、举办各

项赛事的初评和终评活动、公示获奖名单、印发获奖通知、颁发

证书、推选优秀项目参加国赛等。 

第三阶段：2024 年 5 月-8 月为参加国赛阶段，组委会组织

国赛项目申报、培训、参赛工作。 

第四阶段：2024 年 9 月-11 月为赛事总结阶段，总结研讨，

举办下一届大赛培训等。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规范区级竞赛工作 

各区组织机构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按照《北京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章程》和各赛项规则等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规范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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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工作,按规定名额，选拔区级竞赛优胜者报送参加北京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 

（二）坚持原则，突出价值引领 

各区组织机构要运用媒体手段、发布竞赛消息,接受学生咨

询,进行广泛动员,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竞赛中来。要做好学术规

范指导和科研诚信教育，培养科学精神，树立科学道德和良好学

风。坚决杜绝项目抄袭现象,如有发现将严肃处理。要坚持选拔

与培养并重的原则,对于未进入市级竞赛的项目要进行研究思路

和研究方法的指导,帮助参赛学生提高科研能力。 

（三）加强宣传，扩大影响 

各区组织机构要积极协调各类新闻媒体，全方位，多层次、

有重点地做好“大赛”的宣传工作，使“大赛”的品牌在社会上

产生更广泛、深远的影响。要广泛宣传竞赛中涌现的典型事迹和

典型人物，引导和激励更多学生积极投身学术科技创新实践中

来。 

大赛章程、规则及通知下载网址： 

http://www.bjsc.net.cn/ 

联 系 人：李老师、张老师 

电    话：83059931、83059933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辰路 9号院 

邮    编：100029 

电子信箱：bysc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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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第 43 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名额分配表 

2.第七届北京青少年创客国际交流展示活动名额 

分配表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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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43 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名额分配表 

区 

创造发明 科学论文 
少年

儿童 

科幻

画 

科技

实践

活动 

科教

创新

成果 
申报数 

集体

项目

上限 

申报数 

集体

项目

上限 

行为与

社会科

学上限

（SO） 

东城区 31 9 77 23 10 52 10 26 

西城区 31 9 77 23 10 52 10 26 

朝阳区 35 10 87 26 11 56 11 28 

海淀区 36 10 87 26 11 56 11 28 

丰台区 21 6 46 13 8 42 10 16 

石景山 20 6 45 13 8 42 10 16 

门头沟 20 6 45 13 8 42 10 16 

大兴区 20 6 45 13 8 42 10 16 

经开区 20 6 45 13 8 42 10 16 

昌平区 20 6 45 13 8 42 10 16 

顺义区 20 6 45 13 8 42 10 16 

通州区 21 6 46 13 8 42 10 16 

房山区 

（含燕山） 20 6 45 13 8 62 11 16 

平谷区 20 6 45 13 8 42 10 16 

怀柔区 20 6 45 13 8 42 10 16 

密云区 20 6 45 13 8 42 10 16 

延庆区 20 6 45 13 8 42 10 16 

总计 395 116 915 267 146 782 17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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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七届北京青少年创客国际交流展示活动名额分配表 

序号 区 
创客展评项目数

（项） 
创客教师项目数（项） 

1 东城区 20 5 

2 西城区 20 5 

3 朝阳区 25 5 

4 海淀区 25 5 

5 丰台区 15 3 

6 石景山区 10 3 

7 门头沟区 10 3 

8 大兴区 10 3 

9 经开区 10 3 

10 昌平区 10 3 

11 顺义区 10 3 

12 通州区 15 3 

13 
房山区 

（含燕山） 
10 3 

14 平谷区 10 3 

15 怀柔区 10 3 

16 密云区 10 3 

17 延庆区 10 3 

总计 230 59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