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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说新科技”科普新星秀（全国挑战营） 

评选标准与流程 

一、评选方式 

全国挑战营采用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两种方式进行评选，

评选结果将分别独立排序。 

1、网络投票 

由社会公众在规定时间内对所有推荐晋级的科普作品

进行网络投票，全国挑战营将根据各作品的网络投票数量，

对投票结果进行排序，根据排序结果和投票数量产生“2023

年度最具人气科普之星”。 

2、专家评审 

专家评审分为初评和终评两个阶段。根据初评和终评结

果，各区域推荐科普作品总数量的 15%将获得“2023 年度科

普新星（金星）”，总数量的 25%将获得“2023 年度科普新星

（银星）”，总数量的 60%将获得“2023年度科普新星（铜星）”。 

初评原则上采用网上评审方式进行，终评可采用现场与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初评专家一般为 9~15 名，终评专

家一般为 13~19名评审专家，评审专家中具有一定比例的中

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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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选流程 

（1）网络投票 

在规定时间内开启网络投票程序，社会公众可对晋级科

普作品进行投票，每个 ID 每天可投票多个科普作品，同一

个科普作品每天只能投一票。最终根据投票数量和排序确定

“2023年度最具人气科普之星”。 

（2）初评 

1）初评专家全部接受邀请后，系统将为每位专家随机

分配科普作品，分配数量根据晋级作品和评审专家数量而定，

原则上每个作品评审专家不少于 5 人。 

2）专家可通过手机登录“科普新星秀评委版”微信小

程序，或者电脑端登录活动官网（http://kepu.cmes.org），

在“作品评审”中查看待评审作品，并根据评价指标和评分

标准进行打分。 

3）根据初评专家评审结果将晋级作品进行排序，一定

数量的科普作品入围终评答辩，继续角逐“2023年度科普新

星（金星）”；其余作品由初评专家提议为“2023年度科普新

星（银星）” 和“2023年度科普新星（铜星）”，提请终评专

家审议后确认。具体入围终评答辩的作品数量以终评会通知

为准。 

（3）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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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审专家观看科普作品，并听取创作人员介绍创作

背景、思路或感受，然后提问、创作人员进行应答。 

2）评审专家根据科普作品和答辩情况进行打分。 

3）根据终评专家评审结果将入围终评的科普作品进行

排序，最终确定“2023年度科普新星（金星）”、“2023年度

科普新星（银星）”和“2023年度科普新星（铜星）”。 

三、评价指标 

活动作品必须为原创，内容符合活动主题范围，在科学

性、通俗性、创新性、时代性和技术性等方面具有一定要求，

鼓励介绍和宣传本人/本团队的科研成果或科研进展。 

（1） 科学性 

科普作品的科学性具有两层含义。其一，科普的首要任

务是普及正确的知识，精确性、科学性是对科普作品的首要

要求。作品中的科学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严谨，知识点、

概念、引用数据、观点等正确，表述严谨无误。其二，科普

作品要能够深刻地诠释科学文化的内涵，对科学技术进行全

面的透视，以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诠释科学方法、科学思

想和科学精神，诠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引导公众理解科学，

参与科技决策，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2） 通俗性 

科普作品的通俗性，就是以通俗、简洁的方式阐明复杂、

深奥的科学原理，讲清陌生、抽象的事物，从而理解作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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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作品传授的科学方法，领会作品提

倡的科学思想，领悟科学文化，明晰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讲

解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化抽象为具象，表述清楚明白，易

于理解。与专业学术报告和科技宣传片有所区分。 

（3） 创新性 

优秀的科普作品要以新颖的表达方式，深入反映科学的

属性。作品题材、内容、表现形式、创作手法、科普理念等

方面具有一定创新性，构思新颖，内容有新意、表达方式有

创意有特色、生动有趣、有吸引力，可看性强，完播率好，

深富启发性，能引发广泛的兴趣，促进传播科学知识、科学

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揭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4）时代性 

优秀的科普作品要反映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握时代的

脉搏，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为导向，反映工业领域科技

发展的最新动态，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同

度。 

作品紧跟时代发展，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创作，

注重科学与人文结合，富有特色，具有感染力，符合公众的

审美，满足公众的需求。注重科学文化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在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展现中国本土创新

和民族精神中的科学内涵。 

（5） 技术性 

灵活运用多种技术手段丰富作品形态，创作手法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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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有艺术感，注重科学认知和审美感染力的相互融合；视

频画面主要由作品创作者本人/本团队录制或制作完成，网

络素材或其他引用素材使用少；视频表现手法技术性强，剪

辑效果好，镜头切换自然流畅，画面清晰，富有感染力；配

音清晰，有字幕且无错别字；全片风格、色彩、特效、动画、

音乐、音效等搭配协调，整体效果好。 

（6） 原创科研成果 

鼓励展现和传播本人或所在科研团队、本校、本单位的

原创科研成果或科技进展。 

四、评分标准 

全国挑战营采用百分制评分标准，科学性、通俗性、创

新性、时代性、技术性、原创科研成果六项指标分值分别为

25 分、25分、15 分、15 分、15分、5分，评分标准如下表

所示。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科学性 

（25分） 

17~25分：作品传播内容为工业领域专业技术内容；内容科学、准确，

知识点、概念、观点等阐述准确，引用数据等权威专业、有据可查，

语言表述严谨，无歧义；能够深刻准确地诠释科学文化的内涵，全面

透视科学技术，清晰无误地诠释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9~16分：内容比较准确，其中知识点、概念、引用数据、观点等讲解

较正确，语言表述较到位；能够较好地诠释科学文化的内涵，较透彻

地理解科学技术，较好地诠释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1~8 分：主要内容基本正确，知识点、概念、观点等部分内容讲解不

够到位，引用数据来源和正确性有待商榷，语言表述严谨性待提升；

能够诠释科学文化的部分内涵，基本能够讲清楚科学技术、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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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通俗性 

（25分） 

17~25分：擅于运用比喻或举例等通俗、简洁的方式，化抽象为具象，

将复杂、深奥的科学内容阐释清楚，讲解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阐述

清晰明了。公众能够非常透彻地理解和领会所讲述的全部科学技术知

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9~16分：能够运用一些通俗、简洁的表达方式，较好地将复杂、深奥

的科学内容阐释清楚，整体比较通俗易懂，本专业人员能够很好地理

解和领会，公众能够理解其中大部分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方法、科学

思想等。 

1~8 分：专业学术用语较多，接近于专业学术报告或科技宣传片，内

容深奥不易听懂。本专业细分领域人员能够理解,公众仅能理解部分

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方法。 

创新性 

（15分） 

11~15 分：表达形式新颖有创意，有特色；题材、内容、表现形式、

创作手法、科普理念等创新性强，不落俗套；整体构思新颖，生动有

趣，可看性强，深富启发性，能够激发公众科学探索兴趣；作品形态

丰富饱满，有吸引力，愿意看完整个作品，转发分享意愿强烈；能够

很好地揭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6~10分：表达方式比较有特色，题材、内容、表现形式、创作手法、

科普理念等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作品形态比较丰

富，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可看性较好，跳跃性观看部分内容，观后转

发分享意愿平平。 

1~5 分：表现形式偏专业学术报告，或直接以 PPT 报告形式展现，题

材、内容、表现形式、创作手法、科普理念等创新性一般，趣味性和

吸引力有待提升，可看性一般，没有兴趣看完整个作品，无转发意愿。 

时代性 

（15分） 

11~15分：非常贴合活动主题，紧密围绕“四个面向”，很好地展现了

中国本土创新和民族精神中的科学内涵；非常注重科学文化与人文精

神的融合，具有很高的社会认同度。 

6~10 分：较好地体现活动主题，符合“四个面向”，能够展现中国本

土创新和民族精神中的科学内涵，比较注重科学文化与人文精神的融

合，具有较好的社会认同度。  

1~5 分：基本符合活动主题，基本可以展现中国本土创新和民族精神

中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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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 

（15分） 

11~15分：视频内容主要由本人/本团队录制或制作完成，网络素材或

其他来源引用素材少，作品制作难度大；运用了多种技术手段，视频

表现手法技术性强，剪辑效果好，镜头切换自然、衔接流畅，画面清

晰，富有感染力；配音清晰，有字幕且无错别字；切换自然，衔接流

畅；整体风格、色彩、特效、动画、音乐、音效等搭配协调，整体效

果好；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艺术感强，能够很好地将科学认知和审美

感染力相融合，艺术观赏性强。 

6~10 分：视频内容部分由本人/本团队录制或制作完成，使用了部分

网络素材或其他来源素材，作品制作难度较大；视频表现手法技术性

较好，剪辑效果较好，镜头切换比较自然，衔接不突兀；画面、配音

等较清晰，有字幕且无错别字；整体风格、色彩、特效、动画、音乐、

音效等各方面搭配较合理，整体效果较好；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具有

一定的艺术感，基本可以将科学认知和审美感染力相融合，具有一定

的艺术观赏性。 

1~5 分：视频内容主要由网络素材或其他来源素材剪辑而成，制作难

度小；视频创作、剪辑、画面等技术表现手法有待提升；无字幕，影

响内容理解；艺术观赏性有待于提升。 

原创科研

成果 

（5分） 

5 分：内容属于本人或所在科研团队、本校、本单位的原创科研成果

或科技进展，并在作品中进行了说明。 

0 分：内容属于公开的科研成果或科技进展，不属于本人或所在科研

团队、本校、本单位的原创科研成果或科技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