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大学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竞赛章程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厦门大学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竞赛是由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和化

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厦门大学）（简称“化学实验中心”）承办的面向全校化

学类和近化学类专业大学生的学科竞赛。 

举办竞赛的目的在于夯实大学生的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强化大学

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

神，建立一个展示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交流平台，推动我校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第二条 竞赛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主旨。 

第二章 竞赛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三条 竞赛组委会 

竞赛组委会由承办学院和化学实验中心负责人等相关人员组成，具体负责竞赛的

领导和组织工作。组委会的主要职责是： 

1. 制定竞赛方案，包括竞赛要求和竞赛规则等； 

2. 发布竞赛通知，组织宣讲动员会和与竞赛相关的赛前技能培训等； 

3. 负责竞赛报名、参赛作品收集和格式审核等工作； 

4. 负责组织实验作品（简称“作品”）评审、现场答辩、评定竞赛成绩等考务工

作； 

5. 确定最后获奖名单并公示竞赛结果； 

6. 完成竞赛总结报告； 

7. 建设竞赛“作品库”和“专家库”。 

第四条 竞赛专家工作组 

竞赛专家工作组由厦门大学及兄弟高校相关学科专家组成，采用回避制度。专家工

作组的主要职责是： 

1. 负责竞赛作品评审，评定作品成绩，选出参赛队伍进入决赛； 

2. 负责决赛现场答辩评审工作，评定竞赛最后总成绩； 



3. 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华南赛区竞赛。 

第三章 竞赛 

第五条 竞赛内容 

参赛作品应符合本科生实验教学或者科普宣传的要求，并且在参赛当年1月1日前

未在正式出版物公开发表或在同级竞赛活动中未获得过奖。竞赛内容分为以下三类： 

1．新创实验 

是指把反映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科研成果设计为适合本科生实验教

学需要的基础实验或者综合实验。所提交的新创实验在国内外教材、杂志未曾发表，需

要经过反复验证，确保可重复，时长、成本和安全性等符合教学需要。通常基础实验的

总时长不超过8小时，综合实验的总时长不超过24小时。 

2. 改进实验（包括教学实验仪器创制或改进） 

是指针对现有国内外教材或杂志的教学实验。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进

行创新设计，或对教学实验仪器进行创制或改进，使之更符合实验教学需要，更有利于

学生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的培养。 

3．科普实验 

科普实验受众为社会公众及中小学生，要求内容反映化学之趣、化学之美、化学对

社会发展的贡献等。提交的作品需符合安全、绿色、趣味、价廉、便于展示的要求，便

于公众亲手操作，并能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有助于公众了解和正确认识化学，激发青

少年学习化学的兴趣和热情。 

第六条 竞赛方式 

该竞赛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具体竞赛日期由竞赛组委会发布。 

根据参赛作品内容，竞赛按照新创实验、改进实验和科普实验三个赛道进行。 

竞赛作品评审由组委会组织进行，邀请竞赛专家工作组成员通过函评方式评审实

验作品并打分，根据实验作品的评审成绩，组委会确定进入决赛的参赛队伍。 

决赛竞赛成绩由实验作品成绩和现场答辩成绩两部分组成，分别占50%和50%。 

第七条 参赛团队确定 

本项竞赛为团体赛。每个参赛队由3名选手组成，设队长1名，队员2名，指导教师

1-2名。参赛对象是我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为保证参赛作品质量，每位参赛学生只能参



加一支队伍，每位教师指导项目原则上不超过2项。 

第八条 竞赛程序和时间安排 

1. 每年11月，竞赛组委会发布竞赛通知和竞赛章程。 

2. 12月，各参赛队预报名。 

2. 次年3月初，各参赛队完成正式报名。 

3. 4月初，各参赛队提交作品（实验报告和实验视频）。各参赛师生对提交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 

4. 4月中旬，竞赛组委会根据参赛队伍提供的材料进行作品合格性审核，并组织竞

赛专家组进行作品初审，遴选出进入决赛的队伍。 

5. 4月下旬，进行决赛。比赛采取作品评审和现场答辩方式进行。赛后确定获奖名

单，并公示1周（公示时仅公布获奖学院、指导教师、学生姓名）。 

第四章 奖 励 

第九条 奖项设置 

竞赛设置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一等奖比例为20%，二等奖为20%，三等奖为30%。

优秀作品将推荐参加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华南赛区竞赛。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知识产权 

作品的知识产权归参赛者和学校所有，任何个人不得将相关作品用于盈利性的商

业活动。 

第十一条 参赛作品学术方面由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术委员会监督，如发现参

赛者存在造假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将取消参赛资格及成绩，撤销其所获奖项，并通报

给参赛者所在学院。 

第十二条 本章程由竞赛组委会负责制订执行。由竞赛组委会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