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与软件学院文件 

智能学字〔2024〕2 号 

关于举办南宁学院第一届数字媒体技能竞赛的 

通知 

各班级： 

为了营造学院良好的专业学习氛围，提高同学们的专业兴趣，拓展知识面，

增强动手能力，我院决定举办南宁学院第一届数字媒体技能竞赛。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背景与目标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媒体技术作为新兴交叉学科，正日益受到

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响应国家对于数字媒体技术创新的号召，提高同学们的实

践能力、创新精神及团队合作意识，培养更多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数字

媒体技术人才，特举办数字媒体技能竞赛。通过竞赛的形式，激发学生创新思

维，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选拔出优秀的作品与方案，推动我校数字媒体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并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及交流学习的平台。 

二、参赛对象 

参赛对象：人工智能与软件学院全体在校生 

三、竞赛时间、地点 

时间：2024年 3 月 23 日至 2024 年 4月 30日 

地点：智能楼 203 

四、竞赛内容 

（一）竞赛主题 

本次竞赛主题为“中国古代数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之四”。内容



仅限于我国历史上（1911 年以前）数学相关成就，包括： 

（1）中国古代数学成就——弘扬中华优秀自然科学成就。 

（2）中国古代数学领域杰出科学家——弘扬中华优秀科学家精神。 

（3）中国古代杰出的数学著作——弘扬中华优秀数学科学专著。 

（4）中国古代数学文化——弘扬中华优秀自然科学文明和文化传承。 

（二）竞赛类别 

竞赛设置有六个类别，分别是数媒静态设计、数媒动漫与短片、数媒游戏

与交互设计、软件应用与开发、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自由主题 3D 数字化创新

设计，每个类别独立开展评比和设置奖项。各类别要求如下： 

1.数媒静态设计 

（1）作品形式：平面设计组、环境设计组、产品设计组。 

（2）作品要求： 

① 本大类的参赛作品应围绕竞赛主题进行创作。  

② 平面设计，内容包括服饰、手工艺、手工艺品、海报招贴设计、书籍

装帧、包装 设计等利用平面视觉传达设计的展示作品。  

③ 环境设计，内容包括空间形象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展示设计、

园林景观 设计、公共设施小品（景观雕塑、街道设施等）设计等环境艺术设

计相关作品。 

④ 产品设计，内容包括传统工业和现代科技产品设计，即有关生活、生

产、运输、交通、办公、家电、医疗、体育、服饰等工具或生产设备等领域产

品设计作品。该小类作品必须提供表达清晰的设计方案，包括产品名称、效果

图、细节图、必要的结构图、基本外观尺寸图、产品创新点描述、制作工艺、

材质等，如有实物模型更佳。要求体现创新性、可行性、美观性、环保性、完

整性、经济性、功能性、人体工学及系统整合。 

2.数媒动漫与短片 

（1）作品形式：微电影组、数字短片组、纪录片组、动画组、新媒体漫

画组。 



（2）作品要求： 

① 本大类的参赛作品应围绕竞赛主题进行创作。 

② 微电影作品，应是借助电影拍摄手法创作的视频短片，反映一定故事

情节和剧本创作。 

③ 数字短片作品，是利用数字化设备拍摄的各类短片。 

④ 纪录片作品，是利用数字化设备和纪实的手法，拍摄的反映人文、历

史、景观和文化的短片。 

⑤ 动画作品，是利用计算机创作的二维、三维动画，包含动画角色设计、

动画场景设计、动画动作设计、动画声音和动画特效等内容。 

⑥ 新媒体漫画作品，是利用数字化设备、传统手绘漫画创作和表现手法，

创作的静 态、动态和可交互的数字漫画作品。 

3.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 

（1）作品形式：游戏设计普通组、交互媒体设计普通组、虚拟现实 VR 与

增强现实 AR 普通组。 

（2）作品要求： 

① 本大类的参赛作品应围绕竞赛主题进行创作。 

② 游戏设计作品的内容包括游戏角色设计、场景设计、动作设计、关卡

设计、交互设计，是能体现反映主题，具有一定完整度的游戏作品。 

③ 交互媒体设计，是利用各种数字交互技术、人机交互技术，借助计算

机输入输出 设备、语音、图像、体感等各种手段，与作品实现动态交互。作

品需体现一定的交互性与互动性，不能仅为静态版式设计。 

④ 虚拟现实 VR 与增强现实 AR 作品，是利用 VR、AR、MR、XR、AI 等

各种虚拟交互技术创作的围绕主题的作品。作品具有较强的视效沉浸感、用户

体验感和作品交互性。 

4.软件应用与开发 

（1）作品形式：Web 应用与开发、鸿蒙方舟（ArkUI）界面设计、物联网

开发、管理信息系统、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2）作品要求： 

① 软件应用与开发的作品是指运行在计算机（含智能手机）、网络、数

据库系统之上的软件，提供信息管理、信息服务、移动应用、算法设计等功能

或服务。不受参赛主题限制，可自由选取主题进行实现。 

② Web 应用与开发类作品，一般是 B/S 模式（即浏览器端/服务器端

应用程序），客户端通过浏览器与 Web 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例如各类购物

网站、博客、在线学习平台等。参赛者应提供能够在互联网上访问的网站地址

（域名或 IP 地址均可）。 

③ 鸿蒙方舟（ArkUI）界面设计：方舟开发框架（简称 ArkUI）为 HarmonyOS

应用的 UI 开发提供了完整的基础设施，包括简洁的 UI语法、丰富的 UI 功能

（组件、布局、动画以及交互事件），以及实时界面预览工具等，参赛选手可

以利用鸿蒙方舟开发框架设计一套完整的鸿蒙 APP 界面，可自由选取主题进

行设计实现。 

④ 物联网开发作品：主题为智能互联与智慧生活，参赛者可自选物联网

应用场景进行设计，具体提交具有物联网功能的作品，应包括作品简介和功能

演示视频。 

⑤ 管理信息系统类作品，一般为满足用户信息管理需求的信息系统，具

有信息检索 迅速、查找方便、可靠性高、存储量大等优点。该类系统通常具

有信息的规划与管理、科学统计和快速查询等功能。例如财务管理系统、图书

馆管理系统、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等。 

⑥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类作品，通常专指手机上的应用软件，或

手机客户端。例如，微信、微博、QQ 等各大社交 APP，淘宝、京东等购物 APP。 

5.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1）作品形式：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课程微课（或教学辅助课件）；中、

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微课（或教学辅助课件）；汉语言文学（限于唐诗宋

词）微课（或教学辅助课件）；虚拟实验平台。 

（2）作品要求： 

① 微课是指运用信息技术，按照认知规律，呈现碎片化学习内容、过程

及扩展素材 的结构化数字资源，其内容以教学短视频为核心，并包含与该教



学主题相关的教学设计、 素材课件、教学反思、练习测试及学生反馈、教师

点评等辅助性教学资源。  

② 教学辅助课件是指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经过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

容和任务分 析、教学活动结构及界面设计等环节，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制作的

课程软件。  

③ 微课与教学辅助课件类作品，应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信息化教学资源，

能多层次多 角度开展教学，实现因材施教，更好地服务受众。本类作品选题

限定于大学计算机基础、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和中小学自然科学相关教

学内容三个方面。 作品应遵循科学性和 思想性统一、符合认知规律等原则，

作品内容应立足于教材的相关知识点展开，其立场、 观点需与教材保持一致。  

④ 虚拟实验平台是指借助多媒体、仿真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在计算机上

营造可辅助、 部分替代或全部替代传统教学和实验各操作环节的相关软硬件

操作环境。  

⑤ 本大类每个参赛队可由同一所院校的 1～5名本科生组成，指导教师

不多于 2 人。  

⑥ 每位作者在本大类只能提交 1 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6.自由主题 3D 数字化创新设计 

该大类项目须突出体现小类的应用发展趋势；并重点展示设计创意/创新

性、创新过程完整性、项目复杂度及技术应用创新性、视觉美观性、工程实用

性与可开发价值、项目文档/档案的规范完整性等。 

（1）作品形式：数字工业、数字人居、数字文化、元宇宙。 

（2）作品要求： 

① 不受参赛主题限制，可自由选取主题进行实现。 

② 数字工业作品，面向“机、电、液、气、智”等实体制造业之工业产

品、生产制造工艺、工业工程过程等项目的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实践。项目包

含且不限于以下方向或环节：工业产品/外观设计、人机工程设计、机电工程

设计、工程分析计算、工业过程仿真、模具/工装设计、数控编程/3D 打印/智

能制造等。 



③ 数字人居作品，面向人类社会生活、居住、活动等内外环境、建筑工

程、基础设施、住宅家居等项目的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实践。项目包含且不限

于以下方向或环节：数字城市、美丽乡村、特色小镇，规划设计（城乡规划、

建筑设计、居住区设计）、BIM 设计、室内外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智能家居

等，以及文化、空间、功能、视觉、可持续等要素。 

④ 数字文化作品，面向“文化+科技”交叉、“艺术+数字”融合，体现

数字技术在文化艺术创意创新应用等项目的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实践。项目

包含且不限于以下方向或环节：文化创意、数字艺术、新媒体艺术、微电影与

动漫、游戏设计、XR 应用设计、数字文旅、数字文博等，引导文化、科技、

艺术、视觉、交互、数字等要素的融合创新；鼓励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鼓

励多元文化融合创新。 

⑤ 元宇宙作品，面向“元宇宙”数字内容创建（包括数字人、工业模型

与数据驱动、元宇宙概念建筑等）的项目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实践。项目包含

且不限于以下方向或环节：数字人、工业模型与数据驱动、元宇宙概念建筑等。 

五、组队和参赛方式 

 （一）组队方式： 

第 1 到 5大类，每大类每个参赛队可由 1～3 名学生组成；第 6大类，每

个参赛队可由 2～4名学生组成。每个队伍在每大类只能提交 1 件作品。 

    （二）参赛方式 

1.2024 年 3月 23 日至 2024 年 4 月 30日，为报名及作品提交时间，作品

提交要求将会通过学习通发布，截止日期一周内将会另行通知决赛作品汇报

具体时间。 

2.报名参赛的小组，请组长及组员用学习通扫以下二维码报名，并根据分

组任务要求进行组队。截止日期前，按通知按时按要求提交作品。 



 

六、奖项设置 

每大类设置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 名，分别

颁发奖品及奖状。 

七、诚信参赛 

每类别的作品有限额，如超量提交，将取消该学生所在团队的参赛资格，

并取消该学生在本大类中所有作品的参赛资格。严禁抄袭及侵权，如有抄袭与

侵权情况，将取消该作品的参赛资格，且该作品的师生禁赛三年。去年有抄袭

情况的师生今年不得参赛。如违规且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将由主办方讨论和

执行相关事宜。 

八、注意事项 

（一）比赛作品必须是在本届大赛时间范围内（2023.7.1—2024.4.30）

完成的原创作品，并体现一定的创新性或实用价值。不在此范围内完成的作品，

不得参加本届竞赛。提交作品时，需同时提交该作品的源代码及素材文件。 

（二）参赛作品与 2023 年 7月 1 日之前获奖作品雷同的参赛作者的前期

作品，不得参赛；作品完成者与参赛作者必须一致，不得由他人代做；参赛作

者不得侵权。凡已经转让知识产权或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作品，均不得报名

参加本赛事；参赛作品不得在本大赛的各大类（组）间一稿多投。 

（三）参赛师生的姓名和排序在提交后不得变更。证书信息以汇总表信息

为准。 



（四 ）无论何时，参赛作品一经发现涉嫌重复参赛、剽窃、抄袭等违规

行为，大赛组委会有权取消该作品的参赛资格。若已获奖，则取消该奖项；同

时在校官网上公布违规作品的作品编号、作品名称、作者与指导教师姓名，并

进行违规处罚。 

（五）参赛作品内容中，若包含地图，地图若涉及国家当代疆域版图，请

确认并提供资料证明作品中的地图以中国国家相关出版社或相关地图网站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网站）的地图为准，否则属于违规参赛。 

（六）第 1 到 5 大类，每小类（组）上推区级竞赛的作品不多于 2 件，

每大类上推区级竞赛的作品不多于 6 件。第 6大类，上推区级竞赛的作品不

多于参赛组数的 25%。 

 

未尽事宜可至智能楼 309 咨询。 

 

 

 

 

南宁学院人工智能与软件学院 

2024年 4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