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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北斗领航梦想” 

—全国青少年北斗科技实践系列活动实施方案 
 

《2016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提到：未来五年，中国将加快航天强国建设步

伐，持续提升航天工业基础能力，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研究，继续实施

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重大工程，深入开展空间科学研究，

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北斗系统服务逐步渗透到人类社

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6 年的“北斗领航梦想”活动取得很大成效，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对航天

北斗卫星导航科技知识的兴趣，掀起航天北斗科普热潮。活动期间共收到各地提

交作品 9137 份（小学组 3857 份，中学组 5280 份）作品，体现出各地科技教

师与同学们对北斗领域科普知识探求极大的兴趣，也说明了普及北斗任重道远，

北斗科普活动需要持续开展。 

2017 年，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将继续

举办“北斗领航梦想”全国青少年北斗科技系列实践活动，向青少年展示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及其应用的最新进展和取得的成就，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培养青

少年科学兴趣与创新能力。 

一、组织结构 

本活动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联合主

办，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承办。 

二、活动时间 

（一）启动时间 

2017 年 4 月 活动启动 

（二）活动时间进度 

2017 年 5 月 - 6 月，活动宣传、设备申请 



2017 年 6 月 - 11 月，配发设备及基础材料包，开展活动，提交成果 

2017 年 12 月，成果汇总，评选奖励 

三、参加对象 

活动面向全国在校中小学生以及中小学教师 

四、活动内容 

（一）“我是北斗观察哨”科技实践活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并建设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通过天上的

卫星为人们提供精确的定位、导航、授时和短报文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

段由 5 颗静止轨道卫星和 30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北斗”系统已经覆盖亚

太地区，2020 年左右覆盖全球。此科技实践活动让学生利用配发的北斗接收设

备，观测北斗卫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和信号强度，并通过互联网工具绘制卫星星图，

学生自己设计观测方法并探究北斗卫星的奥秘。 

活动内容如下： 

1. 组装北斗卫星观测装置； 

2. 设计卫星观测方法（例如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段观测卫星，在不同天的同

一时间段观测卫星，在不同位置观测卫星等等）； 

3. 记录北斗卫星的参数：卫星编号，仰角，方位角，信号强度； 

4. 记录观测地点的信息：经纬度、时间； 

5. 将多次的观测记录录入互联网平台，绘制卫星星图，与全国参加活动的

学生分享实践成果； 

6. 总结实验过程并提出创新想法。 

以上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交，一个科技教师可以指导多个学生参加活动并

分别提交作品。活动以学校为单位开展，组委会向符合条件的学校免费配发一套

卫星信号接收观测设备，组织相应的科技教师培训工作。学校组织感兴趣的学生，

进行航天科技与北斗导航科技知识学习，并指导参加科技实践活动。 组委会根

据观测实验设计的合理性、实验数据的准确度和完成情况、实验结论的科学性，

以及整个探究过程的总结进行评奖。 



（二）“北斗智慧生活”小小工程师活动 

活动组委会向符合条件的学校免费配发一套北斗智能组件基础材料包，并提

供指导手册、视频、科技课教案和教师培训服务，老师通过课件和材料可以指导

学生完成创意搭建，并通过互联网平台展示科技成果和科技创想。 

北斗智能组件采用智能电子积木方式，是集航天北斗技术、传感器技术、电

子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地图遥感技术等为一体的简易拼装型电子积木。利用

材料包，可以完成“北斗智能气象站”的创意搭建，采集当地的位置、时间、温

度、湿度信息，通过“北斗智慧生活”小小工程师网站上传数据，并结合电子地

图向全国范围展示。 

活动内容如下： 

1. （老师指导）学生完成“北斗智能气象站”的搭建，材料包提供电子和

结构部分的基础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意设计 

2. （老师指导）学生上传自己的科技制作“北斗智能气象站”作品照片 

3. 记录设备采集的经纬度、时间、温度、湿度信息，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交

并分享实验数据 

4. 作答 10 道关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科学实验过程的问题（单选题） 

5. 以“北斗与环境保护”为主题，提出自己的科技创想 

以上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交，一个科技教师可以指导多个学生参加活动并

分别提交作品，所有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可以通过电子地图查看参与活动分享的

北斗气象数据。 

活动结束后将对征集的“北斗智能气象站”作品和数据、北斗科普知识问答

题和“北斗与环境保护”科技创想优秀文章进行综合评审，并进行评奖。 

（注：为了更大范围的科普北斗，“我是北斗观察哨”与“北斗智慧生活”两个

活动每所学校只能免费申领一套设备，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兴趣，选择免费

的申领设备类型。） 

（三） “我是北斗小喇叭”科幻书画活动 

北斗系统服务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测绘

地理信息、森林防火、通信时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应急搜救等领域，请中

小学生围绕“卫星导航的未来智慧生活场景”选题。运用写作或是绘画语言等表



达出对未来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的遐想，并向身边的同学、老师、

家长等普及航天北斗的知识。作品形式多样化，要体现出科学性、实用性、创新

性、艺术性，要体现出学生对未来科学发展的创想和展望。每件作品限一人独立

完成。 

写作形式可以是微小说、科幻文章、小论文等，字数建议在 1000 字左右，

鼓励图文并貌。绘画风格及使用材料不限（油画、国画、水彩画、水粉画、钢笔

画、铅笔画、蜡笔画、版画、粘贴画、电脑绘画等）。 

（四） “北斗梦中国梦”院士专家校园行 

活动期间，主办方将组织北斗相关领域院士、专家赴各地开展期北斗科普报

告，向广大青少年介绍北斗科技知识和应用情况，为青少年提供与院士专家面对

面提问交流的机会。活动由各省市科协青少年科技教育机构及学校提出承办申请，

活动主办方将根据各地申报情况进行统筹安排。 

（五）“北斗遨翔”优秀科技教师培训活动  

科技教师是指导学生学习运用航天科技和北斗导航最直接的老师，此活动可

以面向各地教师提供科技教育培训工作，丰富学校创客主题内容。在培训过程中，

向教师们讲解北斗的基础知识和应用，同时结合科技动手实践，完成多个北斗应

用场景的科技小制作，并提供授课的课件。让受过培训的科技教师可以向本校学

生讲解北斗知识，带领同学们完成多种基于北斗导航应用的科技小制作，达到真

正的北斗科技进校园工作，从而实现更大规模的科学普及。活动由各省市科协青

少年科技教育机构及学校提出承办申请，活动主办方将根据各地申报情况进行统

筹安排。 

对参与“北斗遨翔”培训活动的科技教师征集实际授课成果、教学课件及科

普工作方案，以 PPT 形式提交，鼓励图文并貌，可以插入视频，不少于 10 页。

活动结束后，对科技教师的优秀作品进行评奖工作。 

五、活动开展 

依托主办方、活动网站等进行宣传动员，举办活动启动仪式，制作活动相关

指导手册、培训视频等辅助材料包，通过北斗科普网、科协青少年辅导员协会在

线中心网站对全国科技辅导员进行线上培训，也可针对部分有条件省市进行线下



科技教师培训，辅导其如何开展活动等方法。有线下培训需求的单位或教师，请

以电话或邮件的方式与组委会取得联系，组委会负责组织实施相关培训工作。组

委会联系方式见下一章节。 

活动开展以学校为单位进行，学校组织校内活动开展，提交作品至组委会参

加总决赛。 

本次活动对提交的作品提出以下要求： 

1. “我是北斗观察哨”科技实践活动和“北斗智慧生活”小小工程师活动

的作品可以由学生独立完成，或团队合作完成，团队人数不限，但应注

明主要人员，限 1-2 名。每件作品的指导教师人数不超过 1 人。 

2. “我是北斗小喇叭”科幻书画活动的作品限 1 人独立完成。 

3. “北斗遨翔”优秀科技教师培训活动的科技教师实际授课成果、教学课

件及科普工作方案应由科技教师独立完成。 

六、参与方式 

1. “我是北斗观察哨”科技实践活动和“北斗智慧生活”小小工程师活动采

用线上报名并提交作品方式。活动报名、 基础材料包的申请需通过网络平台以

在线方式提交，科技教师登陆北斗科普网 http://www.bdlead.cn/，进入“北斗

领航梦想”栏目，提交相关信息并进行活动报名。 

活动组委会提供了“北斗领航梦想活动学校设备申领表”模板，该文件由科

技教师在进入“北斗领航梦想”栏目后下载获取，教师在填写报名信息时，需将

学校盖章后的“北斗领航梦想活动学校设备申领表”扫描上传。组委会依据盖章

上传的文件配发活动材料包。 

活动进行过程中，科技教师可完成账号注册，并指导学生登陆网络平台，进

行数据上传、作品提交等工作。为了有效推动活动的开展，更大范围的科普北斗，

“我是北斗观察哨”与“北斗智慧生活”两个活动，每所学校只能免费申领一套

设备，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兴趣，选择免费的申领设备类型。如需同时参加

http://www.bdlead.cn/


两个活动，或需求多套设备，可在网络平台上留下申请信息，组委会会安排专人

负责沟通事宜。 

2. “我是北斗小喇叭”科幻书画活动采用线上报名方式，作品提交分线上和

线下两种渠道。微小说、科幻文章、小论文等文字类作品直接在网络平台上提交

作品；绘画类作品以快递方式提交。 

“我是北斗小喇叭”科幻书画活动的绘画类作品实物以快递形式提交到组

委会。作品背面需注明作者信息，包括学校名称和地址，指导教师姓名和联系

方式，作者姓名和联系方式。 

3. 参加活动的学校应有教师具体负责活动的开展和实施，如有多名教师参与

活动，可由教师各自创建独立的账号并开展活动。教师创建的账号下，可提交多

个作品及作品相关信息。 

4.“北斗遨翔”优秀科技教师培训活动的报名，请指导教师将报名信息发送

邮件到组委会指定邮箱“bdlead@163.com”，邮件标题格式建议为“报名+

活动名称+学校名称+教师名称”，报名信息应包含“学校名称和地址、教师名

称和联系方式、参加活动类别等”。 

  “北斗遨翔”优秀科技教师培训活动的作品由科技教师直接发送到指定邮

箱“bdlead@163.com”，邮件标题建议为“作品+活动名称+学校名称+教

师名称”。 

“北斗领航梦想”活动组委会联系人和收件地址如下：  

QQ 群：北斗领航梦想活动 1 群 560315785  

QQ 群：北斗领航梦想活动 2 群 377920428  

QQ 群：北斗领航梦想活动 3 群 181102687 

联系人：丘扬  

电话：010-62757522，010-62767119，1368109492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遥感楼 402 室，邮编：100871   



附件 2： 

2017 年“北斗领航梦想” 

—全国青少年北斗科技实践系列活动评审方案 
 

一、评审程序 

1、初评 

学校负责组织参加活动的教师和学生按时提交学校所有参赛作品。组委会对

“我是北斗观察哨”科技实践活动、“北斗智慧生活”小小工程师活动、“我是

北斗小喇叭”科幻书画活动、“北斗遨翔”科技教师培训活动进行初评。 

2、终评 

组委会对学校提交的作品进行审核择优推荐作品进入总决赛，邀请专家委员

会进行终评，根据奖项比例进行评选。 

二、时间 

 作品提交截止日期：2017 年 11 月 30 日 

 初评时间：2017 年 12 月 1 日-15 日 

 终评时间：2017 年 12 月底 

 公示时间：2018 年 1 月 1 日-8 日 

三、评审原则 

1、 评审专家认真、客观、公正地履行评选职责。 

2、 确保仅在履行评选职责时使用申报作品的相关信息。 

3、 回避任何可能妨碍评选公正性的经济或其他利益。 

4、 适当照顾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 

四、奖项设置 



1、 根据“北斗领航梦想”北斗科技实践系列活动安排，“我是北斗观察哨”科

技实践活动、“北斗智慧生活”小小工程师活动、“我是北斗小喇叭”科幻

书画活动按照组别分别设一、二、三等奖，奖项的获奖比例约为一等奖 10%，

二等奖 20%，三等奖 30%，向获奖学生颁发证书； 

2、 “北斗遨翔”科技教师培训活动按照组别分别设一、二、三等奖，奖项的获

奖比例约为一等奖 10%，二等奖 20%，三等奖 30%，向获奖教师颁发证书； 

3、 设置优秀组织奖，中学组及小学组名额共计 20 名，向获奖学校颁发证书。 

五、评审方法 

（一）分项活动评审 

根据各项活动要求不同，设置不同测评要素，根据获奖比例，评选出相应奖

项。 

推荐奖项 作品分数(满分 100 分) 

一等奖 95 分（含）以上 

二等奖 90 分（含）~94 分 

三等奖 85 分（含）~89 分 

（二）作品奖项评审细则 

1、“我是北斗观察哨”科技实践活动评分依据 

评审内容 评审要点 中学组 

 

小学组 

 
实验设计合理性 

符合科学观测实验的基本流程——通过观

察总结规律，实验过程合理，可实现。 
30% 20% 

实验数据准确度和

完成情况 

数据真实有效，符合实验设计的要求，能

够通过分析得出结论 
30% 30% 



实验结论的科学性 

结论分析过程逻辑性强，结论与所记录的

数据匹配，如果能分析总结出具有科学意

义、应用意义、创新想法的结论，将有加

分 

30% 20% 

探究过程描述 过程真实，符合科学探究的流程 10% 30% 

2、“北斗智慧生活”小小工程师活动评分依据 

评审内容 评审要点 中学组 

 

小学组 

 
创意搭建 

实现基本功能，并在造型上创新，通过上

传的作品图片评审 
30% 40% 

采集数据 正确上传实验数据 20% 20% 

知识问答 作答 10 道选择题 10% 10% 

科技创想 

结合地区特色，以“北斗与环境保护”为

题撰写科技创想小论文；体现实用感、科

技感、创意感；字数不少于 200 字 

40% 30% 

3、“我是北斗小喇叭”科幻书画活动评分依据 

绘画作品评审内容 评审要点 中学组 

 

小学组 

 原创性 作品独立完成 20% 20% 

创新性与应用性 
对北斗及北斗应用有独立的见解

和想法 
30% 20% 



艺术性 
主题鲜明，从光影、色彩、构

图、笔触等多方面评价 
50% 60% 

 

文章写作评审内容 评审要点 中学组 

 

小学组 

 原创性 作品独立完成 20% 20% 

创新性与应用性 
对北斗及北斗应用有独立的见解

和想法 
50% 30% 

文章写作 

围绕北斗卫星导航阐述,主旨鲜明,

图文并茂；文章写作连贯、有逻

辑、写作规范 

30% 50% 

4、“北斗遨翔”优秀科技教师活动 

评审内容 评审要点 评分比例 

科学性 方案科学、合理，有具体实施方法 20% 

创新性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活动的构思新

颖、巧妙；因人而异，因地制宜 
25% 

可行性 
便于在科技教育教学活动操作实施，丰富课程内

容，不增加青少年负担 
30% 

示范性 

符合科技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规律；符合青少

年学习发展规律，能够满足教学需求，便于推广

普及。同时，参考科技老师指导学生参赛的作品

数量。 

25% 



5、优秀组织奖评分依据 

（1）学校学生提交作品数及获奖作品数 

（2）活动的宣传及支持力度（参与活动数量） 

（3）是否有科技教师参与到优秀科技教师评选 

（4）开展“北斗梦中国梦”院士专家校园行活动 

6、优秀作品推荐 

组委会从参加活动的所有作品中选出优秀作品推荐参加“北斗杯”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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