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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赛淘汰赛阶段

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赛制相同，成绩分别计算。

该阶段采用线上限时答题比赛形式，分为两个环节，分别是

个人对抗和团队对抗。总用时 20分钟。

一、个人对抗（每人 10 题，每个队伍 3人，共 30题，满分

60分。）

题型：单选、多选、判断

出题范围：大赛组委会在校赛阶段公布的 50 个知识模块。

答题形式及评分标准：本环节由每队选手独立作答。每队每

人同时答 10 道题目，答题限时 5分钟。每位选手独立回答问题，

答对一题得 2分，答错扣 1分，不答既不得分也不扣分。

二、团队对抗（共 10 题，满分 40）

附件  3

2024  年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
  省赛题型及评分标准

  根据《关于举办  2024  年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的通知》要求，

省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淘汰赛阶段，第二阶段为决赛阶

段，2024  年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省赛试题及评分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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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单选、多选、判断

出题范围：大赛组委会在校赛阶段公布的 50 个知识模块。

答题形式及评分标准：本环节由每队 3位选手合作作答。答

题限时 15 分钟。答对一题得 4分，答错扣 1分，不答既不得分也

不扣分。

三、省赛淘汰赛阶段总成绩计算标准

总成绩=个人对抗分数+团队对抗分数，若总成绩相同，每个

队伍在个人对抗和团队对抗的总答题时间短者排序在前。

省赛决赛阶段

（本科生组）

该阶段采用开放性案例设计作品方式，主要考察学生团队合

作意识、自主学习能力、基于信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一、作品形式及要求

竞赛题目：请结合实际自主选题，自拟题目，从信息素养的

角度设计一个基于信息解决问题的案例设计作品，作品以微视频

和文字说明的形式呈现。

（一）作品规范



- 3 -

（1）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品创作须为原创成果，使用正版软件。作品必须由参赛团队独

立制作完成，禁止他人代制作，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得违

反伦理道德，若出现上述禁止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参赛资格。

（2）作品采用微视频形式呈现，提交的文档应包含案例微视

频作品和案例文字说明两部分。其中：微视频时长控制在 4分钟

左右（正负 15 秒范围内），大小不超过 200M，有字幕，文件格

式为 MP4；案例文字说明控制在 1000 字以内，标题黑体三号居中，

正文宋体四号，首行缩进两个字符，1.5 倍行距。文件格式为 PDF。

提交文件命名格式为：学校名+案例名。

（3）作品及文档制作中，允许使用 AI 工具，如果使用了 AI

工具和 AI 生成内容，包括利用 AI 工具收集和分析数据、制作图

片、视频或图形元素、生成程序算法、文本或进行文字润色等，

须在作品及提交的文档中明确说明使用了何种 AI 工具、使用过

程，以及其作用和贡献。

（4）微视频作品与文字说明中均不得出现学校、指导老师、

学生姓名等信息。

（5）参赛作品作为大赛成果，主办方拥有非商业性宣传展览、

媒体报道、网络推广等免费使用权，不再另行征询学生本人及指

导老师意见。参赛者享有署名权。

（二）作品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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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题范围。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当代大学生

精神风貌。贴近高校大学生实际，解决在学习、科研、生活、工

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内容新颖实用、积极奋进、健康向

上。

（2）设计思路。从信息素养的角度设计案例作品。围绕信息

意识、信息知识、信息伦理、信息资源、信息检索、信息获取、

信息评价、信息管理、信息应用、信息创造、信息分享等选取一

个或几个信息素养关键点设计案例作品，尽可能呈现出案例的探

究性。

（3）案例结构建议。案例作品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部分：①

呈现问题场景（遇到了什么问题）；②全面展现基于信息解决问

题的思路和过程，重点突出信息素养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的

作用；③案例总结。从信息素养的角度总结案例的知识点、创新

点、自己的收获和体会等。

二、评分标准

专家组将对参赛队提交的微视频和文字说明进行综合评审，

总分 100 分。评分标准如下：

选题（10分） 选题贴近大学生学习、科研、生活、工作实际，实用性强。

内容（30分）

从内容涉及的信息素养关键点的数量和深度两个角度进行综合

评分。关键点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伦理、信息资源、

信息检索、信息获取、信息评价、信息管理、信息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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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20分）
结构完整，问题场景描述清楚，涉及的信息素养关键点解析清楚，

重点突出，体现探究过程。

创新（20分）
突破传统，在思维、方法、工具等某一方面或多个方面具有明显

的创新和特色，值得借鉴和分享。

风格（10分） 阐述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轻松活泼，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制作（10分） 视频音画清晰流畅，字幕完整，时长符合要求。

扣分项：微视频作品与文字说明中若出现学校、指导老师、

学生姓名等信息，扣 15 分。

（研究生组）

该阶段采用开放性案例设计作品方式，主要考察学生团队合

作意识、自主学习能力、科研素养、基于信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

能力等。

一、作品形式及要求

竞赛题目：请结合研究生的学习、科研等实际情况，自主选

题，自拟题目，从信息素养的角度设计一个基于信息解决问题的

案例设计作品，作品以微视频和文字说明的形式呈现。

（一）作品规范

（1）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作品创作须为原创成果，使用正版软件。作品必须由参赛团

队独立制作完成，禁止他人代制作，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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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违反伦理道德，若出现上述禁止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参赛

资格。

（2）作品采用微视频形式呈现，提交的文档应包含案例微视

频作品和案例文字说明两部分。其中：微视频时长控制在 5分钟

左右（正负 15 秒范围内），大小不超过 300M，有字幕，文件格

式为 MP4；案例文字说明控制在 1500 字以内，标题黑体三号居中，

正文宋体四号，首行缩进两个字符，1.5 倍行距。文件格式为 PDF。

提交文件命名格式为：学校名+案例名。

（3）作品及文档制作中，允许使用 AI 工具，如果使用了 AI

工具和 AI 生成内容，包括利用 AI 工具收集和分析数据、制作图

片、视频或图形元素、生成程序算法、文本或进行文字润色等，

须在作品及提交的文档中明确说明使用了何种 AI 工具、使用过

程，以及其作用和贡献。

（4）微视频作品与文字说明中均不得出现学校、指导老师、

学生姓名等信息。

（5）参赛作品作为大赛成果，主办方拥有非商业性宣传展览、

媒体报道、网络推广等免费使用权，不再另行征询学生本人及指

导老师意见。参赛者享有署名权。

（二）作品内容要求

（1）选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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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符合核心价值观与学术精神：案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展现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的严谨态度、创新精神和责任感，

体现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

②聚焦学术与科研：选题应紧密结合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科

研实际，针对学术研究、科研项目、论文撰写、数据处理、文献

综述、成果转化等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挑战，提出具有创新

性和实用性的解决方案。

③深度与广度相结合：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的选题，探索信

息素养在复杂学术问题中的应用，展现研究生在广阔知识背景下

的深入分析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

（2）设计思路。

①信息素养核心要素：从研究生学习、研究的实际需求出发，

重点围绕信息检索策略、高级信息分析工具使用、学术信息评价、

数据管理与分析、学术诚信与信息伦理、信息创新与知识共享等

高级信息素养技能设计案例。

②深度探究与创新：强调案例的探究性、创新性和实用性，

鼓励研究生运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手段，解决复杂学术问题，展现

信息素养在推动学术研究和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求案例既包含理论探讨，也包含实

践操作，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展示信息素养如何有效提升研究生

的学习能力、学术研究能力和科研成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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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结构建议。案例作品内容应精心组织，逻辑清晰，

具体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①呈现问题场景：简要阐述所选问题的背景，指出在问题解

决过程中遇到的主要挑战。

②信息素养视角下的解决方案设计：展示如何运用信息素养

理论和方法，设计并实施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检索策略

的制定、信息资源的筛选与评估、数据管理与分析方法的选用、

信息工具的创新应用等。强调信息素养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关键

作用，如提高研究效率、确保数据准确性、促进知识创新等。

③实施过程与成果展示：详细描述解决方案的实施步骤，包

括信息搜集、处理、分析、应用等各个环节的具体操作。展示实

施成果，包括学习成果、研究成果、论文发表、专利申请、软件

开发、数据分析报告等。

④案例总结：从信息素养的角度总结案例的关键知识点、创

新点，以及个人在信息素养提升方面的收获和体会。

二、评分标准

专家组将对参赛队提交的微视频和文字说明进行综合评审，

总分 100 分。评分标准如下：

选题（10分）

选题紧密围绕研究生学习、科研实际，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实用

性，能够体现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特点和科研需求。选题具有新颖

性和实用性。



- 9 -

内容（30分）

内容涵盖信息素养关键点，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检索策略、数据

管理与分析、学术信息评价、信息伦理与诚信、信息创新与知识

共享等，且对这些关键点的探讨具有深度和广度。案例中包含的

信息素养知识点数量丰富，且各点之间逻辑清晰，相互支撑，形

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结构（20分）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问题场景描述准确清晰，信息素养关键点

的解析深入透彻。重点突出，能够清晰展现信息素养在解决问题

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体现研究生的探究能力和学术素养。

重点突出，能够清晰展现信息素养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关键作

用，体现研究生的探究能力和学术素养。
创新（20分）

在思维、方法、工具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创新和特色，能够突破传

统框架，提出新的见解和解决方案。

创新点具有实用性和可推广性，能够为其他研究生提供有益的借

鉴和参考。

风格（10分） 阐述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轻松活泼，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制作（10分）
文字报告格式规范，排版整洁，字迹清晰，易于阅读。视频音画

清晰流畅，字幕完整，时长符合要求。

扣分项：微视频作品与文字说明中若出现学校、指导老师、

学生姓名等信息，扣 15 分。

三、省赛决赛阶段总成绩计算标准

总成绩=淘汰赛阶段分数*30%+省赛作品分数*70%，若总成绩

相同，每支队伍在省赛淘汰赛阶段个人对抗和团队对抗的总答题

时间短者排序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