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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大赛由宁波市科学技术协
会、宁波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吸引了
全市近千名学生的参与。

从5月起经各个区（县、市）征
集、选拔，共有330个青少年科技创
新成果项目、350幅少儿科学创意
绘画作品进入市赛。而入围终审展
评的科技创新成果有84个，科学创
意绘画作品56件。

近年来，宁波积极推进中小学
科学教育改革，打造“大中小一体
化”育人机制，推进科教资源贯通式
布局和科技人才贯通式培养，培育
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此
次竞争之激烈，参与热情之高涨，均
彰显了宁波市青少年在科技创新领
域的勃勃生机。

据宁波市科学技术协会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此次大赛终审展评的
评委都是来自宁波各大高校、科研
院所的教授、研究员。其中，参加科
技创新成果的选手们需要结合
PPT，展示参赛项目的创作背景、创
新亮点、实施过程、工作原理等内
容，并进行现场演示、现场答辩。

“许多参赛选手是第一次近距
离接触这些科研人员，并与他们面
对面交流。他们内心激动，充满向
往。这也是我们大中小贯通式培养
的一种方式，希望能激发孩子们的
科研兴趣，也让高校、科研院所的研
究员了解我们中小学校的科技创新
活动。”工作人员说。

在这里在这里
看到孩子的创造力看到孩子的创造力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愈发受到重视。年轻一

代的他们将如何利用科技，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作品？

11月24日，2024年宁波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的终审展评在鄞

州区宋诏桥小学举办，来自全市的各类优秀作品齐聚这里，展现了孩子们

的智慧和创造力，现场评委感叹：“这不仅是一个展示平台，更是一次思想

的碰撞和未来的启迪。”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俞琼

“我这个作品可以远程遥控垃
圾打捞船，我还参考无人机的设
计，添加了图像传输系统。”在创新
成果答辩现场，来自鄞州区下应中
心小学的六年级学生陈泽宇，从打
捞河道漂浮垃圾船入手，大胆地添
加了翻斗式设计。当打捞船前进
时，实现垃圾自动进入翻斗，倒入
船舱，并利用图像实时检测，实现
单人岸上操作，做到了高效、安全、
便捷，受到了评委老师一致好评。

“我将打捞船上拍摄到的动态
视频实时传到遥控器的屏幕上，不
仅可以观察船前进方向漂浮垃圾
的位置，也可以方便观察船舱的垃
圾量。”陈泽宇自信地说。

现场，评委们看到了孩子们的
无限创意与想象力。有的作品巧妙
结合了生活与科技，例如运动后智
能冷敷仪、燃气灶安全卫士等项
目，展现了科学的实用性。有的作
品则展现了学生对社会热点、社会
特殊群体的关注，如多功能助行智
能拐杖、盲人果蔬智能识别电子称
重播报器等，让我们感受到科技为

生活带来的便利。
记者发现，现场还来了不少低

年级学生。“植物生长到底需要多
少水分？如果水分太多会有什么影
响？”鄞州区江东中心学校的三年
级学生谢依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
了实践研究。她通过植物生长不同
阶段的需水量、不同降水量对植物
生长的影响以及不同设施对植物
的保护作用展开了细致的调查与
实验，并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展
示。

该校科学老师周杰说：“我们
学校有个童创课程，经过三年的
实践，挖掘出了一大批孩子们跨
学科研究的‘金点子’。其中低年
级的学生大多是对自然科学的观
察。此前，谢依帆还做过气温对植
物的影响，已经有了一定积累。对
于学生来说，是一次机会难得的
历练。”

答辩现场，评委们全方位地考
验了选手，在肯定作品的同时，对
研究的实施过程、改进方案、应用
前景等细节性问题，提出了针对性

的建议与意见，以帮助选手进一步
优化、迭代作品。

慈溪实验中学选手陈品妤在
答辩结束后表示收获满满，她的作
品是“送餐神器”——防洒防盗多
功能外卖箱，“我与评委交流后发
现在设计防盗时把问题复杂化了，
其实可以有更便捷更低成本的方
式，回去后我要再改进改进。这是
我第一次面对面与这些研究人员
交流，有点紧张，也很激动！”

在科学创意绘画赛区，选手们
则用手中的画笔和颜料，展示自己
的无限脑洞，画出对未来科学发展
的憧憬以及对科学家的致敬之情。
小选手们从早上9点奋斗到中午
12点才停笔离开。其中，宋诏桥小
学的罗馨雨同学创作了《青蒿素之
母》一图，以此致敬鄞籍科学家屠
呦呦。本次赛事组织者、鄞州区青
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秘书长徐卫
东点评道：“这不仅仅是孩子对科
学家的崇拜与敬仰，更是对科学家
精神的熏陶与浸润，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

参赛选手的创意，大都来源于生活

竞争激烈
全市近千名学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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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陈泽宇展示FPV河面漂浮垃圾打捞船。科技创新成果答辩现场。

宁波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