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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展示项目评分标准

（一）创意编程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分值

1 设计创意

主题明确，内容健康向上。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深度结合。

作品结构完整，构思新颖别致。文字、舞台背景、角色切

合作品主题内容，文字、图片、声音等素材丰富。

20

2 程序设计

程序流畅运行，概念理解准确，指令使用熟练，程序运行

流畅高效无 Bug。作品运行稳定，没有出现明显的差错。

脚本使用简洁，没有赘余。

20

3 艺术设计

角色造型、 动画、音乐及音效优美协调，界面布局合理，

整体风格统一。色彩搭配协调，视觉效果好。色彩搭配协

调，视觉效果好。

20

4 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清晰,程序语言表达顺畅，编程术语使用准确。

程序排列整齐美观无垃圾指令。
10

5 能力应用

教师能够正确阐述本项目展示活动前训练和展示活动中

指导过程中所应用微能力点的实践问题、能力描述和实践

任务的内容。

30

合计 100

（二）3D创意设计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分值

1 创作主题 设计符合主题要求、特色鲜明、展现积极向上精神风貌。 20

2 作品形象

模型各部件之间搭配和谐，可以进行必要的圆角倒角等

美化处理，还要作必要的上色、渲染，外观逼真、美观、

形象生动。
10

3 作品创意
作品不是直接实物的复制品，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后

溶入符合主题特色的元素，有创意，有创新与发展。 20

4 作品难度
结构复杂，细节丰富，合理运用多种技法，制作的精细

程度和复杂程度较高。 20

5 能力应用

教师能够正确阐述本项目展示活动前训练和展示活动中

指导过程中所应用微能力点的实践问题、能力描述和实

践任务的内容。

3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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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机器人组装及编程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分值

1 创作主题

（1）符合主题要求，特色鲜明。

（2）选题注重原创性、创新性，作品展示过程中能阐述

对广西民族文化传承的认知。

20

2 作品结构

（1）合理使用各种技术手段，技术规范且具有可行性。

作品能够体现出编程、教育机器人的基础素养，体现对

编程、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学习能力。

（2）熟练掌握和使用提供的机器人套件，合理运用积木

件、电机、舵机、主控、光感等设备。做到结构合理，

能形象生动的展示描述的场景和主题。

20

3 编程创意

使用对应器材的编程软件对机器人进行编程，程序运行

正确，简洁有效，无冗余代码。有效展示作者的作品创

意。

10

4 作品难度

（1）突出体现软件编程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与开源硬件、

数字化设计、手工与创意等多项技能。

（2）场景丰富程度，机器人结构的设计复杂程度，机器

人动作的连贯性，设计的精细程度和复杂程度。

20

5 能力应用

教师能够正确阐述本项目展示活动前训练和展示活动中

指导过程中所应用微能力点的实践问题、能力描述和实

践任务的内容。

30

合计 100

（四）创意智造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分值

1 设计理念

（1）作品契合主题，设计思路清晰，内容健康向上；

（2）制作过程中工具和相关器材使用规范；有详细的器

材清单、作品源代码注释规范。

20

2 作品创新

（1）功能、结构等具有新意，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2）功能细节实现方法有新意，突破原有元器件的应用

习惯。

20

3 艺术设计
（1）设计具有美感，并能将美学与实用性相结合；

（2）作品具有一定想象力和个性表现力。
20

4 技术规范

（1）整体结构设计合理，使用相关元器件等实现的硬件

功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复杂性。

（2）软件设计功能明确、结构合理、代码优化、易于调

试。

10

5 能力应用

教师能够正确阐述本项目展示活动前训练和展示活动中

指导过程中所应用微能力点的实践问题、能力描述和实践

任务的内容。

3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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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色课例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分值

1 技术规范

（1）提交的课例视频、教学设计、微能力测评材料等资

料规范、符合要求。

（2）教学资源及素材组织合理、信息完整；课件运行正

常，链接准确，画面及声音清晰。

10

2 教学设计

（1）教材与学情分析准确、全面;（2）教学目标明确、

具体、可操作,体现三维目标整体要求;（3）重点、难点

处理符合学生认知规律;（4）情境与活动设计指向问题解

决。

10

3 教学过程

（1）教学环节相对完整、过程流畅、结构清晰；课题容量

适当，时间布局合理。

（2）教学组织形式多样，方法有效，引导学生自主、合作、

探究学习；反馈和评价及时恰当。

（3）面向全体、注重差异，学生参与面广。突出学生主体

性和教学互动性。

（4）熟练、合理地应用信息技术设备；应用信息技术支持

学生学习、课堂交流和教学评价。

（5）应用数字资源改变教学内容呈现方式，帮助学生理解、

掌握和应用知识。

30

4 教学效果

（1）学生学习兴趣浓厚，积极主动，参与度高，在学习

活动中获得良好体验，课堂气氛活跃有序。

（2）完成既定教学目标，使不同层次学生都能基本掌握

所学科目的知识。

（3）能推动学生在学科思维、实践能力和情感态度等方

面得到有效发展。

20

5 微能力应用
教师能够正确阐述本课例所应用微能力点的实践问题、能

力描述和实践任务的内容。
30

合计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