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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 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天文望远镜设计制作与探究赛 

1 背景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对宇宙的探索越来越深入。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星辰之海中，我们不

仅对未知的宇宙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也通过不断地探索和研究，逐渐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天文探索

推动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和理解。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宗旨是弘扬航天精神，普及航天知识，在

广大青少年心中播撒仰望星空、飞天逐梦的种子。天文探索是航天创新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激发青少

年探索太空热情的良好土壤。 

2 比赛概要 

2.1 比赛组别 

比赛按小学组（三至六年级）、初中组、高中组三个组别进行。每个组别均进行全国选拔赛（线

上）和全国总决赛（线下）两轮比赛。组委会向全国选拔赛分配晋级全国总决赛的名额。每位参赛选

手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不得跨组别多次参赛。 

2.2 比赛晋级 

天文望远镜设计制作与探究赛设有全国选拔赛和全国总决赛两个比赛层次。 

2.3 全国选拔赛 

参赛选手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提交天文望远镜的设计制作探究报告、天文观测报告（报告

模板见附件）等材料，提交入口设置在大赛官网。作品与相关材料按时完整提交，方可进入全国选

拔赛作品评审环节，评出优秀作品晋级全国总决赛。 

2.4 全国总决赛现场观测答题赛及现场展演答辩 

在全国总决赛中，参赛选手应对自己设计的望远镜进行现场展演答辩，并使用组委会统一提供

的观测设备，完成天文望远镜组装调试和实地观测任务。组委会将进行综合评审，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 

3 比赛内容与任务 

参赛选手应按照规定技术指标，自主完成天文望远镜的设计、制作，撰写研究报告，实地观测

并形成天文观测报告。 

3.1 比赛内容 

3.1.1 全国选拔赛 

3.1.1.1 天文望远镜的设计、制作与探究 

参赛选手应按照规定的天文望远镜的技术指标，完成符合规范的天文望远镜的设计及制作，并

根据探究过程撰写天文望远镜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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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实地观测 

参赛选手应使用自己制作的天文望远镜完成实地观测，并根据观测过程生成规范的天文观测报

告。 

3.1.2 全国总决赛 

3.1.2.1 天文观测设备现场观测竞赛 

全国总决赛将组织现场观测答题，参赛选手应使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完成天文望远镜组装调

试和实地观测任务。测试题目现场发布，竞赛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 

3.1.2.2 现场答辩 

参赛选手应将天文望远镜探究报告及天文观测报告整理成便于陈述的答辩 PPT 文档及海报，

并在全国总决赛现场接受裁判组的问辩。答辩 PPT 文档及海报，应在规定截止时间前提交至大赛组

委会。 

3.2 任务与提交材料 

3.2.1 全国选拔赛前应完成并提交的内容 

3.2.1.1 【必交】一份完整的符合大赛要求的天文望远镜研究报告（PDF 格式），研究报告的具体要求

参见 4.2。 

3.2.1.2 【必交】一份完整的符合大赛要求的实地观测报告（PDF 格式），观测报告的具体要求参见 4.2。 

3.2.2 全国总决赛前需完成并提交的内容 

3.2.2.1 【必交】天文望远镜探究展演答辩 PPT 及海报。 

4 比赛规则 

4.1 参赛选手应在组委会指定的网站报名参赛。网站对符合要求的报名给予“报名成功”的提示。 

4.2 各参赛选手应在组委会指定时间前提交参赛材料。参赛材料是全国选拔赛评审及全国总决赛预选

的唯一依据。参赛选手应以 PDF 格式提交，天文望远镜研究报告及实地观测报告正文部分格式为：字

号：五号；字体：仿宋；行距：1.5 倍。文件大小不超过 5MB。具体要求如下： 

对天文望远镜设计制作研究报告的要求 

1. 摘要（限半个 A4 页面，满分 6 分） 

摘要应简明扼要地说明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结果，让读者明白报告的主要内容。 

2. 研究背景及目标（限半个 A4 页面，满分 10 分） 

本节应清楚地介绍研究项目的相关背景、要研究的问题及想达到的目标，让读者清晰了解探

究目的及思路，以便后续的阅读。书写要避免摘抄，应使用你自己语言描述。 

3. 天文望远镜结构设计（限 2 个 A4 页面，满分 16 分） 

应清楚地介绍所设计的天文望远镜的结构，可以附加图、表，例如，用三视图表示结构，用

表格列出重要数据，以便于读者清晰的了解望远镜的结构设计思路及特点。 

4. 天文望远镜成像光路设计及成像原理（限 2 个 A4 页面，满分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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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透视图及光路图结合的方式清楚地说明所设计的天文望远镜成像光路，，使读者清晰了

解望远镜的成像原理。说明设计创意及亮点也是很重要的。 

5. 制作工艺（限 1 个 A4 页面，满分 10 分） 

应清楚地描述所设计的天文望远镜的制作过程及工艺，以便于读者了解制作的合理性、优点

及不足。 

6. 材料及成本核算（限 1 个 A4 页面，满分 10 分） 

在设计制作望远镜的过程中应有成本意识，充分发挥创造力来控制成本和体现绿色环保理

念。 

7. 反思及优化（限 1 个 A4 页面，满分 10 分） 

反思这次研究的全过程，发现整个项目的挑战点、探究过程有价值的优化、学到的新知识和

显著提升的个人能力。设想所设计制作的天文望远镜的进一步改进方案也是必须的。 

8. 参赛情况介绍（限半个 A4 页面，满分 6 分） 

参赛选手姓名、学校、年级、参赛组别等基本信息。 

陈述你在本项目探究过程中最大的收获。 

9. 写作要求及文件格式（满分 6 分） 

报告应合乎逻辑、可读性好、语句通顺、无错别字。 

报告应以 PDF 文件格式提交。 

10. 参考资料（文献）引用（篇幅不限，满分 6 分） 

清楚地罗列在设计制作望远镜过程中用到的相关资料及文献，在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参考或引

用别人的文献资料需要注明。有多种引文的格式，建议统一使用 APA 风格引用。 

 

对天文观测报告的具体要求 

1. 观测目标（可自主选择观测目标，对观测目标的简要科学描述）。 

2.观测环境（观测的起止时间、地点、天气、月相等）。 

3.观测设备（本次观测所用的自制望远镜的结构、特点和技术参数）。 

4.观测过程（观测的详细步骤与结果，并附本人观测过程及成果照片）。 

4.3 天文望远镜技术指标 

4.3.1 望远镜制作材料不限，选手可自主选择。 

4.3.2 望远镜设计需采用牛顿反射式望远镜或者折射式成像原理。 

4.3.3 望远镜的主镜口径不大于 150mm，焦距不大于 1000mm；目镜接口直径为 1.25 英寸/31.7mm，

目镜焦距不限。 

4.4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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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提交的材料应能够充分展示设计及探究的意图、过程或成果等内容。答辩 PPT 不大于 20M。 

4.4.2 现场比赛需由选手进行展示答辩，接受专家问辨。 

4.4.3 参赛作品不得涉及保密内容。 

4.4.4 天文望远镜的设计与实践应由选手独立完成，可以接受老师的指导。 

4.4.5 本赛项是个人赛，整个赛项内容需由参赛选手独立完成和不多于 1 名教师指导。学生必须是截

止到 2025 年 6 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按照当地的学籍档案确认）。现场布展和评审阶段场馆均封

闭，仅允许参赛选手在场，指导教师不得入场。 

4.4.6 参赛选手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地处理在比赛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自尊、自重，友善地对

待和尊重队友、对手、志愿者、裁判员和所有为比赛付出辛劳的人，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健全人格

和健康心理的人。 

5 评审 

5.1 评审安排 

5.1.1 全国选拔赛的作品在大赛官网提交，经过评审复核，评出优秀作品进入全国总决赛比赛环节。 

5.1.2 全国总决赛参赛选手应对自己设计的望远镜进行现场展演答辩，并使用组委会统一提供的观测

设备，完成天文望远镜组装调试和实地观测任务。全场封闭评审，在指定的评测答辩时间内，参赛队

的所有学生队员均应在展位待命，不得缺席，指导教师不得进入场馆。参赛队员不得用任何通信器材

与场外的教师或家长联系，不得对评委拍照外传。 

5.1.3 答辩环节每位选手有 5 分钟的讲解与演示时间，5 分钟的答辩时间。现场观测，参赛选手需使

用组委会统一提供的观测设备，完成天文望远镜组装调试和实地观测任务。测试题目现场发布，竞赛

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评委依据答辩及观测情况综合评审。 

5.2  评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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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全国选拔赛评审标准 

研究报告评分表（满分 100 分） 

基本信息 评分标准 

选手姓名  欠缺（0 分） 不满足要求 

选手组别  及格（1 分） 勉强满足要求，低于平均水平 

选手学校  良好（2 分） 符合基本要求，达到平均水平 

裁判员  优秀（3 分） 符合所有要求，高于平均水平 

总分  突出（4 分） 表现突出，达到拔尖水平 

摘要   （满分 6 分） 

摘要 0 1 2 3 4 得分 

限半页 超过限制  不超过限制    

摘要内容 未总结出报告要点  总结了报告主要内容，但语

言不精炼 

 语言精炼地总结了报告的主

要内容 

 

探究目的及背景   （满分 10 分） 

目的及背景 0 1 2 3 4 得分 

限半页 超过限制  不超过限制    

探究目的 无探究目的 探究目的概述不清楚 探究目的基本概述清楚 探究目的概述清楚且完

善 

探究目的概述清楚完善且语

言精炼 

 

探究背景 未阐述探究背景 探究背景阐述不清楚 探究背景基本阐述清楚 探究背景阐述清楚且完

善 

探究背景阐述清楚完善且亮

点突出 

 

结构设计   （满分 16 分） 

结构设计 0 1 2 3 4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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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1 页 超过限制  不超过限制    

示意图 无示意图 示意图不明确 示意图明确 使用了三视图的方式且

示意明确 

  

释义标注 无释义标注 释义标注不清楚不明

确 

 释义标注清晰且明确   

结构设计 结构设计极不合理 结构设计稳定性不足 结构设计合理稳定且便于调

试 

结构设计合理稳定且便

于调试便于观测 

结构设计合理稳定且便于调

试观测及便于携带 

 

创意及亮点 无创意亮点 有 1 个创意及亮点 有 2 个创意及亮点 有 3 个创意及亮点 有 4 个创意及亮点  

光路设计   （满分 20 分） 

光路设计 0 1 2 3 4 得分 

限于 1 页 超过限制  不超过限制    

示意图 无示意图 透视图与光路图未结

合 

 透视图与光路图结合展

示 

  

释义标注 无释义标注 释义标注不清楚不明

确 

 释义标注清晰且明确   

光路图 无光路图 有光路图但有 2 处错

误 

有光路图但有 1 处错误 光路图完全正确 光路图完全正确且规范  

成像原理阐述 无阐述 成像原理阐述正确但

语言逻辑不清 

 成像原理阐述完全正确

语言不够精炼 

成像原理阐述完全正确且语

言精炼 

 

创意及亮点 无创意亮点 有 1 个创意及亮点 有 2 个创意及亮点 有 3 个创意及亮点 有 4 个创意及亮点  

制作工艺   （满分 10 分） 

制作工艺 0 1 2 3 4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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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 1 页 超过限制  不超过限制    

制作工艺阐述 无阐述 阐述 1 种用到的工艺 阐述 2 种用到的工艺 阐述 3 种用到的工艺 阐述 4 种用到的工艺  

创意及亮点阐述 无阐述 1 个工艺创意及亮点 2 个工艺创意及亮点 3 个工艺创意及亮点 4 个工艺创意及亮点  

成本核算   （满分 10 分） 

成本汇总 0 1 2 3 4 得分 

限于 1 页 超过限制  不超过限制    

成本汇总 不清晰不明确  清晰明确便于阅读但证据不

充分 

 清晰明确便于阅读且证据充

分 

 

成本 1 万元以上 5000-10000 1000-5000 500-1000 500 元以内  

反思及优化   （满分 10 分） 

反思及优化 0 1 2 3 4 得分 

限于 1 页 超过限制  不超过限制    

对设计过程反思 对设计过程无反思 对设计过程反思有限 对设计过程有基本的反思 对设计过程有良好的反

思及相应分析 

对设计过程有明确的反思及

清晰的分析 

 

对于设计的优化 对设计过程无优化 对设计过程优化有限 对设计过程有基本的优化 对设计过程有清晰的优

化思路 

对设计过程优化效果明显  

参赛情况介绍   （满分 6 分） 

参赛情况介绍 0 1 2 3 4 得分 

限于 1/2 页 超过限制  不超过限制    

参赛情况 介绍不清晰不明确  介绍清晰明确其符合要求    

相关陈述 无 有 1 条陈述 有 2 条陈述    

写作要求及文件格式   （满分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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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全国总决赛评审标准 

全国总决赛评分标准（满分 100 分） 

写作要求及格式 0 1 2 3 4 得分 

语言组织及 

语法错误 

无章节组织或 

较多的明显语法错误

（4+） 

 有章节意识但未系统组织 

且较少的明显语法错误 

（1-3） 

 各章节组织清晰 

且无语法错误 

 

文件格式 不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参考资料及文献引用   （满分 6 分） 

文献资料引用 0 1 2 3 4 得分 

APA 格式 不遵循格式要求  遵循格式要求    

支持报告的参考

文献 

没有参考资料引文 1 个参考资料但未引

用 

2 个参考资料并引用 3 个参考资料并引用 4 个以上参考资料并引用  

总分  

 

天文观测报告评分表（满分 16 分） 

内容 0 1 2 3 4 得分 

观测目标 无介绍或有错误  介绍不清晰 介绍不够清晰、明了 介绍清晰、明了 介绍清晰、明了、准确  

观测环境 无介绍或有错误  介绍不清晰 介绍不够清晰、明了 介绍清晰、明了 介绍清晰、明了、准确  

观测设备 无介绍或有错误  介绍不清晰 介绍不够清晰、明了 介绍清晰、明了 介绍清晰、明了、准确  

观测过程 无介绍或有错误  介绍不清晰 介绍不够清晰、明了 介绍清晰、明了 介绍清晰、明了、准确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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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姓名  组别  裁判员  

观测答题总分  答辩总分  总分  

第一部分：现场观测答题（满分 50 分） 

选手姓名  组别  裁判员  

完成观测数量  正确答题数量  观测答题得分  

1. 比赛现场在观测区域粘贴 25 道选择题的卡片。卡片规格为 12cm×6cm，100g 铜版纸；题目字体规格为宋体，小四号。每成功观测到一道题目得 1

分，观测到并回答正确得 2 分。 

2. 参赛选手在距离 25m 以外的观测区，使用自主制作的望远镜进行观测答题。 

3. 答题时间限时 5 分钟，选手将赛题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并提交至现场裁判。 

案例题目如下： 

1.冥王星属于哪一类类行星？ A 恒星   B 中子星   C 矮行星   D 白矮星  

2.在太阳系中哪个行星离太阳最近?   A 地球   B 木星   C 火星   D 水星  

3.哈勃望远镜是哪一类望远镜？  A 空间望远镜   B 射电望远镜   C 光学望远镜   D 以上都不是  

第二部分：现场答辩（满分 50 分） 

选手姓名  组别  裁判员  

答辩总分  

现场答辩 0 1 2 3 4 5 得分 

答辩 PPT 无 5 页以下    条理清楚、设计精美  

答辩海报 无 内容有少量错误  内容正确  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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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 错误 有较大缺陷 有较多小缺陷 有少量小缺陷 设计正确 有创意  

光路设计 错误 有较大缺陷 有较多小缺陷 有少量小缺陷 设计正确 新颖  

作品展示 未展示 较粗糙 不完善 基本完善但不美观 完善但不美观 完善、美观  

创意亮点 无 极少  较少  新颖、有吸引力  

答辩逻辑 混乱或答非所问   基本正确  有序、正确  

选手状态 无精打采     精神饱满有激情  

现场问辩 0 1 2 3 4 5 得分 

问题 1 不正确   基本正确  正确  

问题 2 不正确   基本正确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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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全国总决赛现场观测答题卡 

全国总决赛现场观测答题卡（满分 50 分） 

选手姓名  组别  赛队编号  

序号 题目编号 题目答案 序号 题目编号 题目答案 序号 题目编号 题目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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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天文观测报告模板 

天文观测报告书写要求 

学生 
姓名  性别  赛队编号  

学校  组别  

辅导教师 
姓名  性别    

学校  联系电话  

天

文

观

测

报

告

内

容 

1、观测目标：（对观测目标进行简要的科学描述） 

 

2、观测环境：（写明观测起止时间、地点、天气、月相等） 

 

3、观测设备：（请描述本次观测所用自制望远镜的技术参数） 

 

4、观测过程描述：（详细写出观测过程的步骤与结果，需在报告中附本人观测过程及

成果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