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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四川师范大学2025年“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 

预通知 

 

校内各单位：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由共青

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学联、

省级人民政府主办的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中一项具有

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竞赛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

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八届，分校、省、全国三级赛制。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引导学生努力培

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积极学习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

提升科技创新和实践能力，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培养

适应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拔尖创新人才，选育 2025 年“挑战

杯”四川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以下简称“挑

战杯”省赛）、第十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以下简称“挑战杯”国赛）优秀项目，学

校决定举办四川师范大学 2025 年“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以下简称“挑战杯”校赛）。为切实组

织好“挑战杯”校赛，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竞赛宗旨 

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 

二、组织机构 

本届竞赛由校团委、教务处、学生工作部（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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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部、研究生院共同主办。为加强对“挑战杯”校赛作品

选拔工作的领导，学校设立竞赛组织委员会（简称“竞赛

组委会”）。组委会主任由学校主管学生工作校领导和主

管教学工作校领导担任，成员由党政办公室、学生工作部

（处）·武装部、校团委、人事处、教务处、研究生院、人

文社科处、科学技术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计划财务

处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校团委，负

责组织“挑战杯”校赛相关活动及评审工作。 

各学院成立学院竞赛工作组，由学院院长担任组长，

党委副书记和主管教学副院长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分团委

书记和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组成。党委副书记、分团委书

记牵头动员、组织学生报名工作，主管教学副院长及基层

教学组织负责人牵头动员、组织学院教师参赛及作品培育

工作，协同推进竞赛相关工作。其他单位参照执行。 

三、参赛资格 

（一）参赛对象 

我校 2025 年 6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在校全日制非成

人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研究生）均可申

报作品参赛。 

（二）参赛方式 

申报参赛的作品必须是 2025 年 6 月 1 日前两年内（202

3 年 6 月 1 日以后）完成的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或社会实践活

动成果，可分为个人作品和集体作品。入围“挑战杯”省

赛或国赛阶段，每人限报 1 件作品。 

http://youth.sicnu.edu.cn/
http://youth.si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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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个人作品的，申报者必须承担申报作品 60％以上

的研究工作，作品鉴定证书、专利证书及发表的有关作品

上的署名均应为第一作者，合作者必须是学生且不得超过 2

人；凡作者超过 3 人的项目或者不超过 3 人，但无法区分第

一作者的项目，均须申报集体作品。集体作品的作者必须

均为学生。凡有合作者的个人作品或者集体作品，均按学

历最高的作者划分至本专科生或者硕士研究生类进行评审。 

对于申报集体作品的作者，可自行组成学科优势互补、

专业配备科学、人员结构合理的科研小组或调查研究小组，

参赛小组的人数不限，在符合参赛各类别参赛条件的基础

上，鼓励跨学科联合组队参赛。每件作品可由不超过 3 名教

师指导完成。 

四、参赛作品 

（一）作品分类 

申报参赛的作品分为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

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科技发明制作三类。自然科学类学

术论文的作者限本科生，侧重考核基础学科学术探索的前

沿性和学术性；哲学社会科学类支持围绕发展成就、文明

文化、美丽中国、民生福祉、中国之治等 5 个组别形成社会

调查报告，侧重考核与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的结合

程度和前瞻意义；科技发明制作类分为 A、B 两类：A 类指

科技含量较高、制作投入较大的作品；B 类指投入较少，且

为生产技术或者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小发明、小制作等，

侧重考核作品的应用价值和转化前景。参赛的作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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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每篇在 15000 字以内，学术论文每篇在 8000 字以

内，社会调查报告可自选上述 5 个组别中的一个参赛。 

（二）各类作品提交材料 

1.自然科学类作品 

（1）申报书 

（2）8000 字以内的学术论文 

（3）其它支撑材料 

2.哲学社会科学类作品 

（1）申报书 

（2）15000 字以内的社会调查报告 

（3）其它支撑材料 

3.科技发明制作类（A、B 类）作品 

（1）申报书 

（2）说明书，需说明作品发明的目的、核心要点和主

要功能等 

（3）视频，1—2 分钟，展示产品功能 

（4）其它支撑材料 

其它支撑材料一般包括专利、软著、论文、成果鉴定、

专家评价、应用反馈和检测报告等。 

（三）作品参赛原则 

1.学校鼓励跨学科作品和多学科交叉作品、参加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作品、已申请或计划申请专利的学

生自主研发项目作品申报参赛；鼓励参与教师研究课题的

学生，从课题研究中选择符合竞赛要求的部分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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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2024 年立项的、符合“挑战杯”竞赛要求的省

级、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原则上要求参

赛。 

3.2023、2024 年“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

中立项并开展社会调查项目的团队，原则上要求参赛。 

4.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论文）、学年论文和学位论文、

国际竞赛中获奖的作品、获国家级奖励成果（含本竞赛主

办单位参与举办的其它全国性竞赛的获奖作品）等均不在

申报范围之列。 

（四）优秀作品遴选标准提示 

1.注重选题第一。选题是项目遴选的首要标准，优先推

荐特色学科项目(特色学科需凸显新颖性和先进行)、前沿学

科。 

2.注重成果积累。选题敲定后，优先选有相关成果(专

利论文等)的人员组队。 

3.注重团队搭建。负责人优先由硕士研究生担任，其次

为高年级本科生。有成果的人员优先担任负责人，负责人

应具备积极有责任心的品质。鼓励博士加入。 

六、赛事安排 

（一） 院级初赛（2024 年 11 月中旬—12 月底） 

各学院须组织举办学院“挑战杯”竞赛，广泛动员师

生参赛，尤其要动员科研能力强的教师带队指导学生参赛。

各学院竞赛应包括报名、资格审查、项目培育、文本评审、

答辩评审、提交总结报告六个环节。答辩评审可根据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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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采取线上或线下形式开展，相关安排需提前向学校竞

赛组委会报备，以便竞赛组委会成员参与、观摩、指导学

院竞赛。 

（二） 校级复赛、决赛（2025 年 1 月—3 月） 

1.参赛作品数额。各学院推荐参加“挑战杯”校赛作品

数，原则上不超过学院参赛作品数的 30%。 

2.参赛作品报送。请各学院于 12 月 27 日 17:00 前将

《四川师范大学 2025 年“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作品申报书》（附件 1）《四川师范大学 2025 年“挑

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作品汇总表（例表）》

（附件 5）签字盖章的纸质材料报送至狮子山校区生态广场

二栋 506，电子版材料打包后以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cscyzx00

1@163.com。 

3.参赛作品资格审查。竞赛组委会办公室于 1 月 13 日

前完成对各学院推荐参加“挑战杯”校赛作品的资格审查。 

4.参赛作品评审。聘请高校、科协、社科院的相关学科

专家或者高科技企业的技术骨干为评审专家，开展评审工

作。“挑战杯”校级复赛即对推报校赛作品进行文本评审，

评出 30%作品进入“挑战杯”校赛决赛。“挑战杯”校级

决赛预计在 2025 年 3 月举行，采取 PPT 陈述答辩的形式进

行。根据文本评审和答辩评审情况，评出“挑战杯”校赛

奖项，并择优遴选作品候选“挑战杯”省赛。 

（三） 推报作品参加省级竞赛（2025 年 3 月—6 月） 

1.4 月，开展候选“挑战杯”省赛项目综合评审，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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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优秀作品推报参加“挑战杯”省赛初审。 

2.5 月，入围“挑战杯”省赛决赛作品参加省赛终审决

赛，由此产生入围“挑战杯”国赛作品。 

（四） 推报作品参加全国竞赛（2025 年 6 月—10 月） 

1.6 月—9 月，入围“挑战杯”国赛作品参加国赛初审。 

2.10 月，入围“挑战杯”国赛决赛作品，参加“挑战杯”

国赛终审决赛。 

七、竞赛培训 

1.各学院需针对本学院参赛作品、团队实际情况，邀请

相关专业领域校内外专家，在“挑战杯”院赛举办前开展

至少 2 次全覆盖的作品培训。 

2.学校将分期分批、分层分类组织开展竞赛培训。分别

在院赛、校赛、省赛及国赛前组织开展通识培训、分类培

训、针对性培训、一对一指导、集中培训、模拟答辩等。 

八、奖励设置 

（一）自然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类、科技发明制作类

各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各等次奖分别约

占入围校赛作品总数的 10%、20%、30%和 40%。 

（二）“挑战杯”国赛结束后，学校将评选表彰优秀组

织单位和优秀指导教师。 

1.优秀组织单位的评选以各学院为单位，累计计算参赛

作品的参赛得分，奖励总分排名前五的学院。学院总分计

算方法为：学院总分=校级竞赛得分+省级竞赛得分+全国竞

赛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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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等次奖计分方法如下：“挑战杯”国赛主赛道特等

奖作品每件计 200 分，一等奖作品每件计 140 分，二等奖作

品每件计 80 分，三等奖作品每件计 40 分；国赛专项赛特等

奖作品每件计 160 分，一等奖作品每件计 112 分，二等奖作

品每件计 64 分，三等奖作品每件计 32 分。“挑战杯”省赛

主赛道特等奖作品每件计 100 分，一等奖作品每件计 70 分，

二等奖作品每件计 40 分，三等奖作品每件计 20 分；省赛专

项赛一等奖作品每件计 50 分，二等奖作品每件计 35 分，三

等奖作品每件计 20 分。“挑战杯”校赛一等奖作品每件计

35 分，二等奖作品每件计 20 分，三等奖作品每件计 10 分；

校赛专项赛一等奖作品每件计 18 分，二等奖作品每件计 10

分，三等奖作品每件计 5 分。 

2.获得“挑战杯”省赛一等奖及以上奖励的参赛作品，

直接认定该作品指导教师团队中的 1 名指导教师为“优秀指

导教师”；直接认定“优秀指导教师”不足 20 名时，差额

可采用推荐认定方式进行评选，推荐认定的优秀指导教师

须为获得 2025 年“挑战杯”省赛二等奖的参赛作品，且该

作品指导教师在上届“挑战杯”省赛中指导作品获得二等

奖及以上奖励。2025 年推荐认定的指导教师，若已获评上

一届推荐认定优秀指导教师荣誉者，不再参加 2025 年推荐

认定。 

（三）对于推报参加“挑战杯”省赛的作品，学校将给

予一定的项目立项扶持金。按照《四川师范大学学科竞赛

管理办法》及相关工作需要，对参赛指导教师、学生予以



 9 

相应竞赛激励。 

九、工作要求 

（一）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学院要充分认识“挑

战杯”竞赛在推动广大学生参与学术科技实践、发现和培

养创新型人才、深化学校素质教育、促进立德树人等方面

发挥的积极作用，要结合学校相关工作部署，将竞赛组织

工作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紧密结合，组建工作专班，

加强对竞赛组织工作的领导和具体指导。 

（二） 精心组织，加大支持。各学院要整合资源、创

造条件，充分调动师生参与竞赛的积极性，加大对项目的

指导和培训，不断扩大活动的参与面，努力提高参赛作品

的质量和水平。 

（三）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学院要全方位、多层

次、有重点地做好宣传工作，使“挑战杯”竞赛品牌在师

生中产生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广泛宣传典型人物和事

迹，引导和鼓励学生勇于创新，敢于实践，推动我校大学

生学术科技活动深入开展。 

十、其它事项 

1.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人：包老师，15882107693；周老师，1912213594

3；罗老师，13880878219；尹同学，19150502548；康同学，

19938016020；李同学，18881513586。 

邮箱：cscyzx001@163.com 

地址：狮子山校区生态广场二栋 506 

2.本次竞赛按组别建有 3 个竞赛 QQ 群，用作交流、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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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群号分别为自然科学类 436917130；哲学社会科学类 4

58363180；科技发明制作 A、B 类 436177114；请有需要的

参赛作品负责人、指导教师加群交流竞赛相关信息。 

3.学校将不予退还各参赛团队报送的作品材料，但对所

有报送材料的相关内容进行严格保密，请参赛团队做好作

品资料备份。 

 

附件： 

1.四川师范大学 2025 年“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作品申报书 

2.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章程（试行） 

3.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评审规则 

4.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哲学社会科学类参赛指引 

5.四川师范大学 2025 年“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作品汇总表（例表） 

6.近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获奖作品选题 

 

 

四川师范大学 

2024 年 11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