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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芯”科技——通信智能技术创新赛比赛规则

新质算力思维

一、比赛背景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

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们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信息通信业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

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产业之一，既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

也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支撑。

本次比赛为培养新质生产力的后备力量，激发青少年对新质算力思维的

热爱和兴趣，旨在培养青少年的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创新思维以及计算思

维的浓厚兴趣。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希望更多的青少年能够了解和掌握编程

和算法思维，为培养未来我国的新质生产力后备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比赛概要

（一）分组细则

1. 参赛组别

小学低龄组 1-3年级、小学高龄组 4-6年级、初中组、高中（中专、职

高）组。

2. 参赛选手

须为 2025年 9月前各学段在册学生。

（二）比赛方式与晋级

1. 比赛形式

个人赛

2. 赛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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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队

3. 指导教师

每支参赛队 1位指导教师

4. 比赛晋级

比赛分为初级选拔赛、省级选拔赛、全国总决赛三个阶段。初级选拔

赛通过的选手进入省级选拔赛，省级选拔赛成绩优异者晋级全国总决赛。

每个阶段选手只能参加一场选拔赛，如果参加多场选拔赛，成绩以第一次

为准。

（三）比赛时间

1. 初级选拔赛

时间：2024年 12月开始

形式：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在线上需按通知要求完成比赛。

2. 省级选拔赛

时间：2025年 2月开始

形式：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在线上需按通知要求完成比赛。

3. 全国总决赛

时间：2025年7-8月（以大赛官网通知为准）

形式：全国总决赛形式及具体安排时间以官方通知为准，参赛选手需

按通知要求完成比赛。

三、比赛内容及任务要求

比赛分成图形化编程算力思维、Python算力思维、C++算力思维三种

语言方向。参赛选手根据自身学习的语言，选择其中一个语言参加。

（一）图形化编程算力思维

1. 参赛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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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龄组（1-3年级）、小学高年龄组（4-6年级）、初中组、高

中（中专、职高）组

2. 比赛工具

图形化编程软件（例如：Scratch3.0、Mixly2.0以上版本及相关衍生平

台等）

3. 比赛时间

60分钟

4. 评分标准

考题按不同组别不同编程平台出题。

考题由客观题和主观题两部分组成。客观题包含单选题、多选题、填

空题。主观题包括编程题或任务题。

初级选拔赛：客观题 100分。包含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等题型。

省级选拔赛以及全国总决赛：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合计20道。客

观题满分60分。编程题或者任务题共计40分。最终成绩共计100分。

5. 考察范围

（1） 图形化编程能力要求

熟练操作图形化编程编辑器；

掌握图形化编程的基本概念和基础指令操作；

掌握多进制运算、变量、列表、自制积木模块的使用；

掌握顺序语句、循环语句和判断语句的使用；

具备综合运用能力，可以根据要求独立设计出完整的程序；

具有一定的算法思维及创新能力。

（2） 图形化编程知识点

数学：编程需要的数学基础知识；

逻辑：编程需要的逻辑能力；

指令：单一指令的使用，指令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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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单一事件与指令的组合，事件并行；

坐标：二维坐标系概念，原点、象限概念，坐标计算；

输入和输出：理解输入和输出的概念；

流程图：了解流程图的知识，能够使用“流程图”来描述算法过

程；

画笔：灵活使用画笔及设置画笔的各项参数；

广播：应用广播来传递数据，实现不同角色之间的交互；

随机数：理解随机数的概念，能够产生一个随机数；

运算：四则运算，比较运算，随机数运算，布尔运算，字符串的

操作，字符串高级运算等；

变量：变量的赋值与改变数值，变量的调用，利用变量解决数学

问题，用变量表示状态等；

自定义积木：了解自定义积木的优点（统一有规律的脚本），能

够在合适的情境下使用“自定义积木”；

克隆：了解克隆的概念，能够应用克隆来生成克隆体，并灵活控

制克隆体；

函数：了解函数的概念，能够使用自定义积木创建函数。理解函

数的作用范围，能够创建一个有返回值的函数；

图形化编程与硬件的结合；

物联网与人工智能：了解物联网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编程；

掌握逻辑运算与关系运算的组合使用。能够完成顺序结构、选择

结构和循环结构以及嵌套的综合运用。

（3） 图形化编程数据结构

理解基本数据结构的概念和分类，能够实现对多级索引、二维列表、

队列、集合等数据结构的程序设计。新建链表，能够完成对链表中数据

的插入、删除。能够创建一个有返回值的函数；理解多线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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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形化编程考察方向

过程与控制

编程与算法

物联网与人工智能

虚拟机器人应用

（二）Python算力思维

1. 参赛组别

小学高年龄组（4-6 年级）、初中组、高中（中专、职高）组

2. 参赛工具

Python 3.8.8

3. 比赛时间

共计 90 分钟

4. 评分标准

考题按不同组别不同编程平台出题。

考题由客观题和编程题两部分组成。客观题包含单选题、填空题、多

选题。编程题需要阅读并理解题目后按要求完成编程。

初级选拔赛：客观题100分。包含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等题型。

省级选拔赛以及全国总决赛：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合计20道。客

观题满分60分。编程2道题。每道题20分，共计40分。最终成绩计算公式

为客观题得分加主观题得分的总和共计100分。

5. 考察范围

（1） Python基础知识

数学：编程需要的数学基础知识。

逻辑：编程需要的逻辑能力。

 Python 语言环境及代码的编写执行流程。

 基本语法和基本数据类型，熟悉“输入、处理、输出”程序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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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Python的基本格式，编写程序时会合理的使用缩进、注释、字符

串标识。

 Python 常用内置模块及第三方库。

 基本I/O函数应用。

（2） Python程序设计

 掌握变量基本概念、变量名的命名、会使用变量和保留字等基本

语法。

 理解字符串、数值型变量，会对变量类型进行转换。

 掌握并熟练编写带有数值类型变量的程序，具备解决数学运算基

本问题的能力。

 理解比较表达式、运算符、逻辑运算的基本概念，掌握Python编

程基础的逻辑表达式。

 掌握顺序、循环、选择结构，综合应用三种结构编写具有一定逻

辑复杂性的程序。

 能够识读相对复杂的流程图。

 能够发现程序需要调试，并能够通过观察发现语法错误。

（3） Python数据结构与算法

 掌握列表、元组、字典、字符串、range、集合六大内置核心数据

类型。

 理解列表类型的概念，掌握它的基础用法及操作： 访问/更新、

获取元素个数、遍历、转换为列表型数据、添加和删除、连接、排

序等等。

 理解元组类型的概念，理解元组和列表的不同，掌握它的基础用

法及操作、元组的声明与赋值、元组的访问与更新、元组的遍历、

添加、删除、排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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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字符串类型的概念，掌握它的基础用法及操作。

 算法的概念及应用：递归、递推、冒泡/选择等排序算法、动态规

划、贪心、枚举等。

 掌握数据可视化操作，如pyecharts、 wordcloud、 matplotlib等。

 了解面向对象编程的思想，理解类与对象的概念，初步掌握类与

对象的使用。

 理解程序的抽象及结构及自顶向下设计方法，了解程序模块化编

程思想。

 理解算法以及算法性能、效率的概念，初步认识算法优化效率的

方法。

（三）C++算力思维

1. 参赛年级

小学高年龄组（4-6年级）、初中组、高中（中专、职高）组。

2. 参赛工具

C++ 11

3. 比赛时间

共计 90分钟

4. 评分标准

考题按不同组别不同编程平台出题。

考题由客观题和主观题两部分组成。客观题包含单选题、填空题、多

选题。主观题为编程题。

初级选拔赛：客观题100分。包含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等题型。

省级选拔赛以及全国总决赛：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合计20道。客

观题满分60分。编程题2道题。每道题20分，共计40分。最终成绩计算公

式为客观题得分加主观题得分的总和共计100分。

5. 考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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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基础知识

数学：编程需要的数学基础知识。

逻辑：编程需要的逻辑能力。

掌握C++语言环境的搭建及代码的编写执行流程。

 程序基本语法元素：C++的格式框架、缩进、变量、命名、保留

字、注释、数据类型、赋值、运算、引用等。

 基本的输入输出函数。

 基本的编程规范。

（2） C++程序设计

掌握程序基本概念，常量、变量、字符串，编译和调试，基本数据类

型、基本语句、基本运算，有算术运算、关系运算、逻辑运算、三目运算

以及位运算。数据库的常用函数，掌握数组以及更复杂的二维数组和多维

数组。结构化程序设计，（顺序、分支、循环）的综合运用。字符串的处

理、函数与递归、结构体与联合体、指针类型、文件及基本读写、STL模

板。

（3） C++数据结构

 掌握数据结构及结构的概念。

 掌握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及多维数组的用法。

 掌握字典、集合、元组的概念，能够指出这些数据结构的特点及

应用场景。

 掌握数据结构中的指针、链表、栈、队列和哈希。

 掌握数据结构中的二叉树、堆、图、哈夫曼树、邻接矩阵、邻接

表。

（4） C++算法

了解算法以及算法性能、算法效率的概念。

 在数组中实现数据的顺序查找及简单排序，在排好序的数组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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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二分查找法。

 掌握枚举、递推、递归的概念，并在实践中实现递归，即掌握自

调用函数的应用。

 掌握由递归变递推的方法。

 掌握基本算法中的动态规划方法。掌握分治算法、贪心算法，并

对贪心算法进行正确性证明。

 掌握深度优先搜索、广度优先搜索及简单的搜索剪枝技术。

 掌握高级排序算法。

 掌握基本的数论知识和图论算法。能够使用简单的优化方法对动

态规划算法进行优化。

四、比赛纪律与环境

（一）比赛纪律

参赛选手须准时登录答题平台或者任务平台进行比赛。答题部分需要

选手自主完成不得抄袭；任务题按规则要求完成。

比赛全程采用线上监考的方式进行，监考的主要方式：参与选拔的选

手须全程打开摄像头，若考试过程中多次出现切换考试页面或视频画面出

现其他人，均会被系统判定为作弊，考试前请务必关闭电脑桌面上的其他

不相关的程序及页面，避免与考试无关的人员接近。参赛选手迟到15分钟

以上，不予评奖。

（二）比赛环境

比赛期间需要连接满足比赛需要的互联网、安装编程软件、准备空白

草稿纸、笔。参赛选手自备竞赛用笔记本电脑，并保证比赛时笔记本电脑

电量充足（可自备移动充电设备），Windows 7系统及以上或苹果系统

10.9及以上，内置或外接摄像头。选手自行安装“监考”软件（摄像头录

音录像），具体操作要求以竞赛平台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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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过程不得使用搜索引擎、即时通讯工具寻求帮助，编程环境禁止

使用包含AI帮助或插件的IDE。禁止携带纸质编程指南、算法手册等。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过程中裁判（评委）有最终裁

定权，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组集体研究决定。

五、赛事样题

（一）图形化编程算力思维样题

例1： 执行以下程序，输过结果为( )？

图1

（二）Python算力思维样题

判断回文数

例1 题目描述： 编写一个程序，输入一个正整数，判断它是否为回文

数。说明：回文数是指正着读和反着读都一样的数，例如 121、 1331。

输入格式：一个正整数n。

输出格式：如果输入的数是回文数，输出YES ；否则输出NO。

样例输入 1：
121

样例输出 1：
YES

样例输入 2：
123

样例输出 2：
NO

提示：可以将整数转换为字符串，反转字符串后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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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算力思维样题

判断完全数

例2 题目描述： 编写一个程序，判断输入的一个正整数是否为完全数。

完全数是指一个数，等于它所有真因数（不包括自身）的和。例如， 6是

一个完全数，因为 6的真因数 是 1、 2、 3，且 1 + 2 + 3 = 6。

输入格式：一个正整数n。

输出格式：如果输入的数是完全数，输出 YES ；否则输出 NO 。

样例输入 1：
6

样例输出 1：
YES

样例输入 2：
10

样例输出 2：
NO

提示：真因数是小于该数且可以整除该数的数。例如， 28 是一个完

全数，因为其真因数为 1、 2、4、 7、 14，且 1 + 2 + 4 + 7 + 14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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