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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活动 

评审工作方案 
 

按照第十七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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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专项活动方案工作安排，“挑战

杯”组委会需在活动“全国展示交流阶段”组织评委对参赛作

品进行评审。为提升评审工作的公正性、科学性、客观性，制

定方案如下。 

一、评审任务 

根据红色专项活动方案安排，每所高校团委可将本校申报

作品总量的 40%推报至省级团委，各省级团委从省域内高校推

荐作品中评出前 40%并排序，推荐参加全国评审。推荐作品需

既有短视频、又有调研报告（两者为 1件整体作品）。经评审后，

500件左右作品拟授奖，其中特等奖作品占比 5%、一等奖作品

占比 15%、二等奖作品占比 30%、三等奖作品占比 50%。 

二、评审方式 

评审分为网络预审和线下终审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资格审查和网络预审。参考各地推荐的优秀作

品排序进行初筛，对初筛后无触及禁止性规定的作品进行评审。

评委依托“挑战杯”竞赛红色专项活动系统，通过网络方式审

阅作品。根据评审标准，针对每件作品的短视频、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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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邀请 3位评委进行百分制评分，3位评委的平均分为单项成

绩，短视频、调研报告的单项成绩按 55%、45% 的比例进行加

权计算后，得出每件作品的整体预审成绩。 

网络预审阶段含资格审查，坚持从严原则，即如有评委认

为作品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与活动主题严重不符的、

存在严重抄袭行为的，该作品将直接认定为淘汰。 

经网络预审后，按评审分数进行排名，250件左右作品拟授

三等奖、150件左右作品拟授二等奖、100件左右作品入围线下

终审；如有重分作品，按照激励原则（重分作品均入围高奖次）

处理。 

第二阶段，线下终审。作品共分为 5 组，每组 20 件作品，

每件作品由 5 位评委评审，入围作品作者（最多 2 人）需参加

公开答辩，学生作品陈述时间不超过 5 分钟，评委问询时间不

超过 3分钟。公开答辩前，评委观看短视频。5位评委经过公开

答辩后，根据评审标准进行百分制评分，去掉“最高分”、“最

低分”后的平均分为该作品终审成绩。 

公开答辩前，对作品进行随机分组，并明确各组拟授奖次

数量，各组拟授奖次数量及作品终审成绩将现场直接公布。 

如遇疫情等特殊情况，则将线下评审调整为线上评审。 

三、评审标准 

（一）针对短视频： 

1. 深刻性（30分）。考察作品对党的奋斗历程、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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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使命、理论成果、伟大精神、宝贵经验，或对重大事件、

重要人物、重要会议，或对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先进模范等

的正确认识和挖掘程度，考察是否有较强的红色教育意义。 

2. 感染力（30分）。考察作品引起人共鸣，让人感到震撼、

感动、受教育的程度。 

3. 传播力（30 分）。考察作品内容形式的新颖、丰富、不

枯燥、利于广泛传播的程度。 

4. 技术性（10 分）。考察作品的清晰度、画面稳定性、拍

摄剪辑质量等。 

（二）针对调研报告： 

1. 作品高度（40 分）。考察作品对党的奋斗历程、辉煌成

就、初心使命、理论成果、伟大精神、宝贵经验的挖掘阐释，

考察是否有较强的红色教育意义。 

2. 学术水准（40 分）。考察作品观点论述是否鲜明且有见

地，事实叙述是否清楚，考察

 

3. 文字表达（20 分）。考察作品是否文字流畅简洁、表述

规范明晰、表意精确清楚，格式标准，字数符合 5000字至 10000

字之间的要求。 

四、评审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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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五、评审结果运用 

1. 搭建云上“红色课堂”。将 500件左右优秀作品中的短视

频在云上集中展示，向青少年提供“红色教材”，

 

2. 遴选“最具感染力奖”作品。 500件左右优秀作品

中的短视频，

100

 

六、评审时间安排 

1. 3月底之前，各省份、各学校完成作品推报工作。 

2. 4月，开展网络预审工作。 

3. 5月上旬，对预审评出的 500件左右优秀作品进行宣传。 

4. 5月中下旬，开展线下终审工作。 

七、评审经费 

由第十七届“挑战杯”竞赛承办高校四川大学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