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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 
AI Will-VRmaker航空世界 

一、赛事简介 

AI Will-VRmaker航空世界赛项旨在让选手在参与比赛的

同时，能够对元宇宙概念，运行机制有一个基础的了解，感

受元宇宙的魅力，培养学生对新技术的好奇心。 

为了培养青少年的创意能力，考察其对计算机编程、虚

拟现实技术等有关知识的综合运用情况，设立了 AI 

Will-VRmaker航空世界赛项。参赛青少年将利用三维设计与

程序编写的相关软件工具，围绕特定主题，创作符合竞赛要

求的并可在元宇宙空间中运行的程序作品，并通过向评委进

行作品展示和问辩的形式进行竞赛。 

二、参赛条件及分组办法 

挑战赛旨在为青少年提供一个提现自身创新、创意与科

学素养能力的创作竞赛与展示平台，参赛条件及分组办法规

则要求如下： 

1．凡在 2023年 11月前，在校小学、初中、高中、中专

或职高学生均可参赛。 

2．同校内学生可自发组成队伍，队员数量为 1-3 人，

每支队伍最多可有 1 名教练老师，多名学生的教练老师可以

重复。教练老师作为责任人，有责任监督竞赛期间财产、人

身安全保护，指导参赛学生制定学习计划，督促参赛学生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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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完成比赛。 

三、入围选拔 

1．比赛设立线上积分预选赛及全国决赛两阶段； 

2．选手需投递作品源文件、作品说明视频投递至官方指定

邮箱; 

3．线上积分预选赛阶段对投递作品进行评审，评定为优秀

作品的选手将晋级赛事决赛； 

4．进入决赛阶段选手作品将按照评分规则进行打分排名，

评出一、二、三等次奖。 

四、参赛主题 

参赛作品主题为：《航空世界》 

主题简介：鸟儿在蓝天自由自在地展翅翱翔，那份悠闲

自得的惬意和腾跃翻飞的洒脱太有诱惑力了！所以，很久很

久以前，人类就幻想着能够像它们一样飞上天空。经过很长

很长时间的探索，终于在二百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借助热气

球实现升空；在一百二十年前，第一次应用飞艇实现实用性

载人飞行。1903年 12 月 17日，人类发明的飞机首次试飞成

功。从此，航空领域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航空器种

类越来越多，个头越来越大；飞的高度越来越高，速度越来

越快，航程越来越远，特技飞行动作越来越炫...... 

每当你惊喜地抬头仰望飞机呼啸着从天空掠过的时候，

你肯定幻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成为飞行员，驾驶着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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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上蓝天、飞向远方。其实，现在我们就可以一同走进美妙

的航空世界——讲述人类走过的硕果累累、辉煌灿烂的航空

历程中，那些激动人心、惊心动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动

故事；伴随《飞得更高》一样的高亢嘹亮旋律，展望更加绚

丽夺目、无限美好的未来航空世界。 

作品要求： 

参赛选手需使用 XRmaker编程工具，参赛作品可同时在

PC端、虚拟现实设备等多端运行。 

为了支持个性化创作，参赛青少年可将全景相机拍摄的

全景照片、自己录制的音频文件、视频、图片，制作模型等

素材完善自身作品，进行作品创作。 

五、决赛评分标准 

（一）评审原则 

本赛项倡导每个参赛队伍进行团队协作，一起学习和讨

论，充分利用团队智慧来发挥创意，齐心协力将想法落地为

实际作品，并且将所有成果分享出来，在这个过程真正感受

到创造、协作和分享的快乐。 

（二）评分规则 

决赛阶段的现场展示与答辩，将从文字表达、创新创造、

艺术审美、程序技术、用户体验五个维度对参赛作品进行评

选打分。具体评分规则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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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评分说明 评分细则 占比 

 

文字

表达 

本项目评价创作者本人的文字表达 

能力。要求创作者能使用有限的文字

精准介绍自己的作品立意与技术特

点，通过对作品的表达体现出创作者

个人的独特风采。 

1、文字通顺，无语病、错别字 

2、语言简洁、精准 

3、重点突出,完全能清楚地讲述

自己的作品创意、实现的过程。 

 

20 

创新

创造 

本项目评价作品的整体创意。要求 

创作者在创作作品时能在主题要求 

的基础上发挥创新，创作出具有独 

特创意的作品。 

作品构思完整，作品主题鲜明， 创

意独特，表达形式新颖，构思巧 

妙，充分发挥想象力。创意来源于 

学习与生活，积极健康，反映青少 

年的年龄心智特点和创新思维。 

1、作品原创 

2、主题表达形式新颖 

3、具有想象力和表现力 

4、构思巧妙，创意独特 

20 

艺术

审美 

本项目评价作品的艺术设计。要求 

创作者在创作作品时考虑作品的美 

学体验。 

环境设计美观、布局合理，给人以 

审美愉悦和审美享受；角色造型生

动丰富，动画动效协调自 然，音 

乐音效使用恰到好处；运用的素材 

有实际意义，充分表现主题。 

1、模型摆放正确 

2、模型搭配协调，不突兀 

3、环境设计具有一定的艺术

感，能较好地反映主题  

4、角色突出，内容设计上与环

境能较好的互动 

5、多媒体元素使用恰到好

处，能烘托主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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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技术 

本项目评价作品的编程技术使用。要

求创作者在创作作品时合理正确地

使用编程技术。 

涉及软件运行的软硬件作品，可以稳

定、流畅、高效运行，无明显错误；

程序结构划分合理， 代码编写规

范， 清晰易读；通过多元、合理的

算法解决复杂的计算问 

题，实现程序的丰富效果。 

1、作品程序部分可正确运行 

2、程序中体现了编程的基本 

结构顺序、循环、判断； 

3、程序中在基本结构的基础 

上进一步引入基本结构嵌套等 

技巧； 

4、作品编写中使用克隆、引 

用、消息传递等技巧； 

5、程序编写中使用变量或

函数参与程序编写。 

20 

用户

体验 

本项目评价作品的用户使用感受。要

求创作者在创作作品时考虑使用者

的感受。 

作品观看或操作流程简易，无复  

杂、多余步骤；人机交互顺畅， 

用户体验良好。 

1、功能明确、结构合理。 

2、功能完整，运行稳定可靠。 

3、考虑到交互设计、操作流 

畅。 

4、考虑到不同硬件设备独特的

交互特性、有良好的用户体验。 

20 

六、知识产权声明 

挑战赛组委会鼓励并倡导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开源，并

尊重参赛队的知识产权。参赛队伍比赛中开发的所有知识

产权均归所在队伍所有，组委会不参与处理队伍内部成员

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参赛队伍须妥善处理本队内部学校

及其他身份的成员之间对知识产权的所有关系。 

七、回避范围及方式 

（一）回避范围 

回避是指评审专家具有法定情形，必须回避，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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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作品评审的制度。按照相关规定，结合竞赛活动实际，

如果评审专家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1.是参赛选手的近亲属； 

2.与参赛选手有其他直接利害关系； 

3.担任过参赛选手的辅导老师、指导老师的； 

4.与参赛选手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 

（二）回避方式 

回避方式有自行回避与申请回避两种： 

1.自行回避 

评审专家自行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回避的理由， 

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记录在案。 

评审专家有上述（1）（2）（3）（4）情形之一的，应当

自行回避。 

评审专家在活动评审过程中，发现有上述（1）（2）（3） 

（4）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提出回避；没有自行提出

回避的， 活动组委会应当决定其回避。评审专家自行回避

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申请

的，应当记录在案。 

2.申请回避 

参赛选手及评审专家要求其他评审专家参与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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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记录

在案。 

七、异议处理机制 

1. 2023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 AI 

Will-VRmaker航空世界赛项接受社会的监督，挑战赛的

评审工作实行异议制度。 

2.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 2023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

机器人设计大赛 AI Will-VRmaker航空世界赛项参赛选手、

参赛单位及其项目的创新性、先进性、实用性及推荐材料

真实性、比赛成绩等持有异议的，应当在项目成绩公布之

日起 10 日内向活动组委会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3. 提出异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书面异议材料，

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提出异议的单位、个人应当表明

真实身份。个人提出异议的，应当在书面异议材料上签署

真实姓名；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当加盖本单位公章。

以匿名方式提出的异议一般不予受理。 

4. 提出异议的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将异议材料直接提交 

评审组织或者评审专家；专家收到异议材料的，应当及时转 

交活动组委会，不得提交评审组织讨论和转发其他评审专家。 

5. 活动组委会在接到异议材料后应当进行审查，对符

合规定并能提供充分证据的异议，应予受理。 

6. 为维护异议者的合法权益，活动组委会、推荐单位

https://www.baidu.com/s?wd=%E5%8D%95%E4%BD%8D%E5%85%AC%E7%AB%A0&amp;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amp;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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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指导老师，以及其他参与异议调查、处理的有关人员

应当对异议者的身份予以保密；确实需要公开的，应当事

前征求异议者的意见。 

7. 涉及参赛选手所完成项目的创新性、先进性、实用

性及推荐材料真实性、比赛成绩的真实性等内容的异议由

活动组委会负责协调，由有关指导单位或者指导老师协助。

参赛选手接到异议通知后，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核实异议

材料， 并将调查、核实情况报送活动组委会审核。必要

时，活动组委会可以组织评审专家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

见。涉及参赛选手及其排序的异议由指导单位或者指导老

师负责协调，提出初步处理意见报送活动组委会审核。参

赛选手接到异议材料后，在异议通知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

调查、核实报告和协调处理意见的，该项目不认可其比赛

成绩。 

8. 异议处理过程中，涉及异议的任何一方应当积极配

合， 不得推诿和延误。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未按要求

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的，视为承认异议内容；提出异议的

单位、个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

视为放弃异议。 

9. 异议自异议受理截止之日起 60 日内处理完毕的，

可以认可其比赛成绩；自异议受理截止之日起一年内处理

完毕的，可以直接参加下一年度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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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活动组委会应当向活动专家评审委员会报告异议

核实情况及处理意见，并将决定意见通知异议方和参赛选

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