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1

第二届全国高校电气类专业

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设计创新大赛

电气自动化系统创新设计竞赛规程

一、竞赛目的

系统创新设计竞赛为电气自动化系统创新设计竞赛简称。本赛项

主要是围绕新工科专业建设与发展，开展的实践教学设计创新竞赛，

作品可以是智能电气、新能源、节能环保、储能技术、智慧农业、智

能控制、智能制造等方面的实践教学项目，体现学生工程能力培养。

设计的作品具有创新性，能反映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的知识、

能力要点，融合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等技术。竞赛作品

宜采用组合式、模块化结构，能作为专业基础或专业综合课程群训练

项目教学实践装置，体现系统性、原创性、实用性、经济性和推广性。

二、 竞赛流程

1.竞赛报名

各参赛学校在报名系统中，在竞赛报名系统里选择“创新设计”

竞赛种类，填写竞赛报名的相关信息，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报名截止

日期以通知为准。参赛选手须为本校在职人员，团队人数 2-3 人(其

中 1人为组长)。报名截止日期以竞赛通知为准。

2.初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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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前，通过指定邮箱提交参赛作品简介(见附表)、说明

书（格式与内容，参考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要求）、PPT、功能演示视频

等。竞赛办公室工作组对报名的各校参赛队伍，进行资格审核和内容

初审；10 月份对参赛队提交的竞赛材料评审并组织线上 PPT 汇报初

赛；决赛名单在网站上公布。

3.决赛安排

进入决赛的队伍，参赛队须提供作品现场演示及线下 PPT 汇报和

相关项目教学实践设计材料等。11 月份到指定地点参加线下决赛，

具体以通知为准。各参赛队作品要求：

(1) 设备大小：<1200*1200*1600

(2) 供电功率：<3kW

(3) 场地面积：2000*3000

三、评审标准

1．初赛

各参赛队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品简介、说明书、PPT、功能演示

视频等；参赛队线上 PPT 汇报。系统创新设计初赛评分表见表 1。

表 1、系统创新设计初赛评分表

项目 评分点 评分标准 配分 得分

作品简介

（10 分）
规范完整 作品简介，内容规范、完整。 10

作品说明书

（50 分）

规范完整 作品说明书，内容规范、完整。 10

作品设计

内容与本次竞赛主题、目标契合，具体充

实，涵盖培养学生专业相关知识点和实践

能力培养，教学思路清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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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实现
作品具有可实现性，反映新技术，与专业

结合紧密，可实践性强，难易程度恰当。
10

数字仿真
采用数字化设计、虚拟仿真，仿真实验效

果好。
10

原理图
原理图规范、正确，布局合理，充分考虑

系统安全性、可靠性。
10

作品总体

方案与介绍

（PPT）

（30 分）

总体方案

方案合理，主题突出，内容与本次竞赛主

题契合，设计作品含有系统新技术、新方

法。

10

PPT 介绍
方案设计界面美观，布局合理，视觉效果

好。
10

创新创意

表意新颖，构思独特，设计巧妙，具有想

象力和表现力，原创成份高，具有鲜明的

个性。

10

演示视频

(10 分)

演示视频

(限 8 分

钟)

作品演示视频，内容清晰，视频角度恰当，

视频解说正确。
10

合计

2. 决赛

各参赛队线下集中决赛，进行作品功能演示、说课等。其中，系

统创新设计作品占总分的 70%(作品制作评审)、说课占总分的

30%(PPT 汇报)。决赛评分表内容要点见表 2、表 3。

表 2 、系统创新设计作品评分表

项目 评分点 评分标准 配分 得分

作品说明书

（20 分）
规范完整 作品说明书简洁，内容规范、完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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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总体方

案与创新设

计（30 分）

系统性

作品反映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合理，主题

突出，内容与本次竞赛主题契合，含有数

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可视化等。

10

实现性 系统性、实用性、经济性和推广性。 10

创新性
结构新颖、组合方便、构思独特，体现模

块化；原创内容多。
10

作品设计与

实践性

（40 分）

作品设计

作品内容与本次竞赛主题契合，充实具体，

涵盖知识点多、内容丰富，能够清晰的表

达项目化实践教学思路。

20

实践性
作品具有可实现性，能够较好展现新技术，

与相关专业结合紧密，难易程度恰当。
20

原理图

（10 分）
原理图

专用软件电气原理图规范、正确，布局合

理，充分考虑安全性、可靠性。
10

合计

*参赛队现场演示，裁判现场观摩、提问评分。

表 3 、系统创新设计作品说课评分表

项目 评分点 评分标准 配分 得分

PPT 设计

制作

（30 分）

总体要求

仪表端庄，生动有趣，表达清晰，静动结合；

结构合理，主题突出，层次分明，逻辑顺畅；

观点正确，见解独到，内容契合，充实具体。

10

PPT 呈现

内容正确，表达简洁清晰，风格引人入胜；

项目实施:层次性和连贯性，过度恰当、顺

畅。

10

创新创意

表意新颖，构思独特，设计巧妙具有想象力

和表现力，具有较大的创新，原创性高，具

有鲜明的个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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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汇报

（70 分）

汇报演讲

汇报人精神饱满，自信、自然，能运用姿态、

动作、手势、表情等辅助表达，正视听众，

保持目光交流；语言技巧处理得当，语速、

语气、语调、音量、节奏张弛符合思想感情

的起伏变化；能熟练表达所讲的内容，不照

本宣科，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吸引力和号召

力。

30

汇报陈述内容表述正确。 10

作品成效
通过实践教学作品创新设计，说明对专业建

设与学生能力培养的作用
30

合计

附表:第二届全国高校电气类专业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设计创新大赛

系统创新设计竞赛作品简介

作品名称 所属领域

队长姓名 性 别 手机号码

职 称 二级学院 从事专业

学 校 成员姓名

作品简介

（限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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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3-5 个）

创新要点

（2-3 个）

作品涉及专

业基础、专

业课程名称

或实践等

其他说明



附件 2

第二届全国高校电气类专业

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设计创新大赛

电气自动化系统综合应用竞赛规程

一、赛项目的

综合应用竞赛为电气自动化系统综合应用竞赛的简称。本赛项主

要是对接当前市场出现的新技术、新软件，开展的专业综合系统集成

应用竞赛。目的是提升教师工程能力和工程人才培养水平，助推产教

融合、科教融汇、协同育人，促进各院校新工科专业改革创新与发展，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比赛统一使用电气自动化系统综合应用竞赛

平台。参赛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竞赛任务书要求的系统构思设计、机

电设备配置与安装、电气控制系统编程调试、数字化虚拟仿真软件应

用、项目化课程实践教学方案设计与组织实施等。

二、参赛对象

1.参赛对象

全国高等院校电气类、自动化类、信息类、机电类等专业青年教

师。年龄在 45周岁以下(含 45 岁)。

2.参赛要求

（1）本次大赛各赛项均为团体赛项，不跨校组队。参赛选手须为

各校在职教师；



（2）综合应用竞赛为 2 名教师一组；

（3）各校报名组队不限专业、不限队数。

三、竞赛要求

1.竞赛内容

本赛项重点检验选手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智能控制、

机电一体化、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等专业建设中新技术的综合

应用能力。主要内容为可编程控制系统、机电传动装置、伺服系统、

机器人、机器视觉、传感器、组态、互联网、数字化仿真软件等。竞

赛形式为电气控制系统在集成生产线上的应用，包括机电部件的安装、

调试与运维，机器视觉与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数字化虚拟仿真软件

设计与应用等，同时考核选手临场应变、工作效率、质量意识、安全

意识、节能环保意识、操作规范性等职业素质与素养水平。竞赛时间

为 4小时。

2.竞赛要求

综合应用竞赛参赛团队，须在指定的竞赛设备平台上和规定时间

内完成竞赛任务书相关内容要求；

（1）系统硬件的设计安装与调试；

（2）数字化虚拟仿真设计与应用；

（3）项目化课程实践教学方案设计与组织实施。

3.竞赛平台

竞赛设备平台是由技术支持单位提供。该设备平台集成了自动化、

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可视化、机电一体化等所需的硬软件环境



和条件，以实现某一电气自动化生产线机电控任务的设计安装和调试；

平台所采用的控制器、人机界面、伺服系统、编程软件、机器人、机

器视觉、智能设备等由企业统一提供；详细平台信息以竞赛网站公布

的信息为准。

四、竞赛流程

1.竞赛报名

竞赛通知发布后，各院校参赛者组建竞赛团队，在竞赛报名系统

里选择 “综合应用”竞赛种类，填写竞赛报名的相关信息，在规定

时间内提交，报名截止日期以通知为准。参赛选手须为本校在职人员，

团队人数 2人(其中 1人为组长)。报名截止日期以竞赛通知为准。

2.初赛安排

（1）初赛时间：2023 年 10 月，线上进行。

（2）初赛内容：针对竞赛平台，进行项目化课程实践教学设计与

组织实施，撰写具体方案报告并提交，讲解时采用 PPT，时间不超过

8分钟。

（3）初赛评审：专家对选手提交的方案进行评审和答辩，评审结

果在竞赛网站公布。初赛成绩不计入决赛。

3.培训安排

为了帮助参赛选手熟悉竞赛平台，除在竞赛网站发布相关学习资

料，还将在 7-10 月组织相关会议或培训，具体通知请关注竞赛网站。

4.决赛安排

决赛时间拟定在 11月举行，具体以通知为准。



5.竞赛流程

决赛流程如下图所示。

综合应用竞赛决赛流程

五、评审标准

综合应用竞赛决赛由电气自动化生产线的设计安装与调试、数字

化软件设计与虚拟仿真、实践教学方案设计与组织实施等组成。

1.生产线的设计安装与调试（70%）

根据竞赛任务书的要求，完成生产线机电部件安装、编程和调试



等，综合考虑其功能的正确性、安全可靠性、布局合理性和操作规范

性等，本部分占总分的 70%，评审内容如表 1所示。

表 1、生产线的设计安装与调试评分表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 配分 得分

机电装配

（20 分）

1、部件安装部位正确，每处不正确扣 2 分，

直到扣完为止。
8

2、各部件安装合理，每处不合理扣 2 分，直

到扣完为止。
6

3、气路连接正确，捆扎规范，如有漏气、不

规范等，每处不合理扣 2 分，直到扣完为止。
6

电气安装

（20 分）

1、电气接线正确，捆扎规范，每处不正确或

不规范扣 2 分，直到扣完为止。
10

2、传感器等安装正确合理，每处不正确、不

合理扣 2 分，直到扣完为止。
10

系统设计

编程与调试

（50 分）

1、控制功能正确。缺失一功能或不符合要求

扣 2 分，直到扣完为止。
10

2、显示功能正确。缺失一功能或不符合要求

扣 2 分，直到扣完为止。 10

3、伺服系统功能正确。缺失一功能或不符合

要求扣 2 分，直到扣完为止。
10

4、机器人与视觉功能正确。缺失一功能或不

符合要求扣 2 分，直到扣完为止。
10

5、系统集成功能正确。缺失一功能或不符合

要求扣 2 分，直到扣完为止。
10

职业素养

（10 分）

1、选手需穿着工作服、绝缘工作鞋等，不符

规定每处扣 1 分，扣完为止。
3

2、操作规范，不规范每次扣 1 分，扣完为止。 3

3、带电操作，一次扣 2 分，扣完为止。 4

合 计 100

2. 数字化设计和仿真实践（20%）



借助数字化设计软件，完成某一教学案例的数字化设计和仿真实

践，要求设计规范、功能满足项目实践要求，实际运行与仿真一致。

本部分占总分的 20%，评审内容如表 2所示。

表 2、数字化设计和仿真实践评分表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 配分 得分

模型基本设置

（10%）

1、模型的合理选择、导入、定义、分类，每

处不正确扣 1 分，直到扣完为止。
5

2、建立机械运动关系，每处不合理扣 1 分，

直到扣完为止。
5

模型搭建及仿真

（40 分）

1、模型中设备本体、机器人的坐标系、夹具

的定义设置，每处不正确扣 2 分，直到扣完

为止。

16

2、程序编写，虚拟状态演示，功能正确，符

合任务要求。缺失一功能或不符合要求扣 3

分，直到扣完为止。

24

虚拟现实调试

（40 分）

1、物理设备与虚拟设备实现同步调试，功能

正确，符合任务要求。缺失一功能或不符合

要求扣 3 分，直到扣完为止。 40

2、不能实现正常运行，但可完成简单操作，

最高给 15 分。

自建模型元件

（10 分）

1、参赛队伍除使用标准库元件外，自建模型

（元件）3个，并正确使用。
6

2、自建模型（元件）达到 5个及以上，并能

正确使用。
4

合 计 100

3. 实践教学方案设计与组织实施（10%）

根据生产线的安装与调试和数字化设计 3D 虚拟仿真的内容，设

计项目化实践教学方案，主要包含基本信息（课程名称、课程性质、

授课对象、前后续课程）、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组织形



式、教学资源、评价方法、学习效果分析与总结等。本部分占总分的

10%，评审内容如表 3所示。

表 3、实践教学方案设计与组织实施评分表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 配分 得分

方案设计（40

分）

1、课程信息：课程名称、课程性质、授课对象、前

后续课程阐述清晰。
5

2、总体方案：符合新工科专业改革总体要求，产教

融合、科教融汇，协同育人；有层次、有梯度，充分

体现“两性一度”。

10

3、教学内容：能充分贴合综合应用和数字化设计与

仿真及课程思政的要素等，重点突出，重点、难点、

关键点清晰，条理清楚。

15

4、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新颖，教学计划合理，教学

资源丰富；有创新、有特色，可操作性强。
10

组织实施

（30 分）

1、教学组织：定位准确，能体现课程改革要素，体

现以学生为中心。
10

2、教学安排：教学安排合理，符合卓越工程师或现

场工程师人才培养规律。
10

3、教学评价：评价指标科学，评价形式多维，且易

实现可操作。
10

效果分析

（20 分）

1、教师水平：客观分析方案设计、知识教学、技能

训练等实际效果与目标的达成度。
10

2、学习效果：客观评价“学生”完成项目情况，准

确分析“学与做”中存在问题。
10

总结要点

（10 分）

1、总结教与学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 5

2、改进措施和方法 5

合 计 100



附件 3

第二届全国高校电气类专业

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设计创新大赛

电工电气基础技能竞赛规程

一、竞赛目的

电工电气基础技能竞赛赛项主要为电气类、自动化类、信息类、

机电类等专业基础课程实践教学而设置的师生同台竞赛项目。电工电

气基础技能竞赛使用统一的竞赛平台。参赛团队须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含电工电子、供配电与电机控制、以及电气控制系统装置的安装调

试和功能实现等相关任务。目的是促进各院校工科专业基础课程实践

教学改革与创新，检验参赛选手的基本技能、动手能力和新技术应用

能力等。

二、参赛对象

1.参赛对象

全国高等院校电气类、自动化类、信息类、机电类等专业基础课

程教学的青年教师与在校学生。年龄在 45周岁以下(含 45 岁)。

2.参赛要求

（1）技能竞赛为团体赛项，不跨校组队。参赛选手须为各校在职

教师与在编学生；

（2）技能竞赛为 1名教师与 2 名学生组成一组；



（3） 各校报名组队不限专业、不限队数。

三、竞赛要求

1.竞赛内容

（1）电工电子产品线路板元器件焊接组装和系统调试；

（2）供配电与电机控制的设计安装布线和调试；

（3）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调试；

（4）常用电工电子工具使用及仪器仪表测量等；

（5）实践教学方案设计、数字软件应用和技术文件撰写；

（6）职业素养。

2.竞赛要求

技能竞赛参赛团队，须在指定的竞赛设备平台上和规定时间内完

成竞赛任务书相关内容要求；

(1) 电工电子、供配电与电机控制硬件的安装调试；

(2) 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调试；

(3) 数字软件应用与技术文件报告撰写。

3.竞赛平台

技能竞赛设备平台是由技术支持单位提供。该竞赛平台集成了竞

赛要求的内容，详细信息以竞赛网站公布的信息为准。其中电气控制

系统部分竞赛硬件平台的架构示意图如下图 1所示。



图 1 电工电气基础技能竞赛--电气控制系统竞赛硬件平台的架构示意图

图 1 所示电气控制系统竞赛硬件平台示意图，它是以微电网为应

用背景，参赛竞赛要求选手按照任务要求焊接逆变器、搭建硬件平台

（含安装、接线）、编写 PLC 程序、设计 HMI 人机界面、组建网络，

并完成系统联调联试。

四、竞赛流程

1.竞赛报名

竞赛通知发布后，各院校参赛者组建竞赛团队，在竞赛报名系统

里选择 “技能竞赛”竞赛种类，填写竞赛报名的相关信息，在规定

时间内提交。参赛选手须为各校在职人员与在校学生，团队人数为 3

人一组（其中教师 1 名、学生 2名）。报名截止日期以竞赛通知为准。

2.初赛安排

（1）初赛时间：2023 年 10 月，线上进行。

（2）初赛内容：针对竞赛平台项目，设计实践教学方案，提交具

体报告，讲解时采用 PPT，时间不超过 8 分钟。



（3）初赛评审：专家对选手提交的方案进行评审和答辩，评审结

果在竞赛网站公布。初赛成绩不计入决赛。

3.培训安排

为了帮助参赛选手熟悉竞赛平台，除在竞赛网站发布相关学习资

料，还将在 7-10 月组织相关会议或培训，具体通知请关注竞赛网站。

4.决赛安排

决赛时间拟定在 11月举行，具体以通知为准。

5.竞赛流程

电工电气基础技能竞赛赛项决赛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电工电气基础技能竞赛赛项决赛流程

五、评审标准

电工电气基础技能竞赛主要包括常用电工电子工具、软件及仪器

仪表使用，电子线路板元器件焊接组装和系统调试，供配电与电机控

制的设计安装布线和调试，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调试以及相关

技术文件的完成。

1.电工电子系统组装与调试（25%）

技能竞赛第一模块是电工电子系统组装与调试。参赛选手根据竞

赛任务书的要求，完成电工电子线路板系统的焊接组装、编程和调试

等，保证元器件安装正确、牢固、规范，焊接美观、光滑，功能的正

确无误，仪器仪表操作规范、参数整定满足要求等。本部分占总分的

25%，评审内容如表 1。

表 1、电工电子系统组装与调试评分表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 配分 得分

线路板焊接

（50 分）

1、器件识别：根据原理图，正确识别各元器，

并安装到相应部位。元器件安装位置错误，每

处不正确扣 4 分。扣完为止。

10

2、线路板焊接：各元器焊接正确，焊点光滑、

明亮。出现桥接、短路、虚焊、漏焊现象，出

现一次扣 3 分；出现焊点裂纹，出现一次扣 1

分。扣完为止。

35

3、外壳安装：安装牢固不松动，少安装一个

螺钉，出现一次扣 2 分，出现松动，扣 1 分。

扣完为止。

5

功能调试

（40 分）

1、仪器仪表参数整定与正确操作使用等。每

处操作失误、不规范或参数整定不正确，出现

一次扣 4 分。扣完为止。

20



2、功能正确，符合任务要求。缺失一功能或

不符合要求扣 4 分，扣完为止。
20

职业素养

（10 分）

1、选手需穿着工作服、绝缘工作鞋等，不符

规定每处扣 3 分，扣完为止。
3

2、工具摆放整齐、规范。每处不合理扣 1分，

扣完为止。
3

3、带电操作，一次扣 2 分，扣完为止。 4

合 计 100

2.供配电与微电网系统安装调试（65%）

技能竞赛第二模块为供配电与微电网系统安装调试。参赛选手根

据竞赛任务书的要求，完成系统供配电安装，并应用数字软件设计与

绘制竞赛任务书所规定的电气原理图和器件安装图，完成系统硬件器

件安装、微电网系统搭建、按照任务书中规定的运行策略编写程序等。

要求器件布局合理、安装牢固、接线规范、美观，程序编写正确，HMI

画面合理、数据显示正确、运行满足任务书要求等保证功能的正确性、

布局合理性、安全可靠性和操作规范性等。本部分占总分的 65%，评

审内容如表 2 所示。

表 2、供配电与微电网系统安装调试评分表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 配分 得分

供配电

1、电源供配电接线正确。不正确每一处扣 2 分，扣

完为止。
4

2、各路保护选择与分配正确。不正确每一处扣 2 分，

扣完为止。
6

电气绘图
1、电气原理图。电气原理图正确、规范。不正确每

一处扣 2分，扣完为止。 10



3. 实践教学方案设计与组织（10%）

技能竞赛第三模块为电工电气基础技能竞赛实践教学方案设计

与组织实施。参赛团队教师选手需对技能竞赛平台，设计该项目实践

教学方案和实施措施，以及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分析与总

结等。本部分占总分的 10%，评审内容如表 3所示。

表 3、实践教学方案设计与组织评分表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 配分 得分

方案设计（30
1、总体方案。符合新工科专业改革总体要求，产教

融合、科教融汇，协同育人。
15

（15 分） 2、器件安装图。器件安装图布局合理、规范。不正

确每一处扣 2分，扣完为止。
5

元件布局及

安装

（10 分）

1、器材安装。布局合理，器件安装牢固不松动，功

能正确。布局不合理，扣 3 分，元器件安装错误或松

动，出现一次扣 2分，扣完为止。
10

布线及接线

（20 分）

布线、接线、压接接线端子等满足工艺要求，要有号

码套管，压接部位不允许有导线外露等。出现接线不

符合工艺要求，出现一次扣 1 分，扣完为止。

20

系统调试

（35 分）

1、手动功能。功能正确。不正确处每一处扣 2 分，

扣完为止。
10

2、自动功能。功能正确、符合控制策略要求。控制

策略不符合要求扣 10 分，其它错误出现一次扣 2 分

分，扣完为止。

15

3、HMI 设计。画面设计合理、美观，参数显示正确。

出现操作错误或参数显示错误，出现一次扣 2分，扣

完为止。

10

职业素养

（10 分）

1、选手需穿着工作服、绝缘工作鞋等，不符规定每

处扣 2 分，扣完为止。
6

2、带电操作，一次扣 2 分，扣完为止。 4

合 计 100



分） 2、实践安排。符合国情，有创新、有特色，能实现。
15

实施措施（30

分）

1、教学组织。培养方案改革可行，因校制宜，符合

本校定位。
15

2、教学安排。课程重组，安排合理，符合工程师人

才培养规律。
15

知识能力

素质分析

（30 分）

1、知识。反映专业基础课程实践教学对学生知识点

的培养。
10

2、能力。反映专业基础课程实践教学对学生能力点

的培养。
10

3、素质。反映专业基础课程实践教学对学生素质的

培养。
10

总结要点

（10 分）

1、符合性。符合大赛主题。 6

2、创新性。具有创新特色。 4

合 计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