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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已成功主办三届,它已经成为鼓励、促进和检验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的重要载体。今后大赛能否持续进行下去? 如何将大赛活动与学校的教学计划融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一种常规

的教学活动,成为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一种有效方法和手段? 大赛的内容、形式和操作方法将如何调整? 本

文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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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farthreemechanicalinnovativedesigncompetitionshavebeensuccessfullyheldforna-
tionalcollegestudents,whichhavebecomeanimportantcarriertoencourage,promoteandtestcollege
students’innovativeability.Isitlikelythatsuchcompetitionwillcontinueinthefuture? Howtoin-
tegratethecompetitionwithschooleducationplansothatthecompetitionwillbecomearoutineteaching
activityandaneffectivemethodtocultivatecollegestudents’innovativeability? Howtoadjustthecon-
tent,formandconductingmethodofthecompetition? Thispaper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and
countermeasureonhowtosolvetheabove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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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赛的缘起与发展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的动议,是在

2002年5月份召开的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

员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2002年11月以教育部高

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机械基础课程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名义向教育部高教司申请举办全国

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提出了第一届全国大学

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计划于2004年举行,以后每两

年举行一次,采用先进行分赛区预赛,然后进行全国

决赛的竞赛方式。2003年6月12日教育部高教司

正式批复同意试办“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

赛”。2003年8月10日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

委员会联合全国机械原理教学研究会和全国机械设

计教学研究会一起发出了“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机械

创新设计大赛通知”。
第一届大赛采用自选题方式,全国分华北、华

东、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六个赛区,约200多所高

校(包括多所军事院校、民办高校)的350余件作品

参加各大区的预赛。参与的学生约2000人,指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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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约700人。各赛区共推荐61件作品参加了决赛。

2004年9月11———13日“新三思杯”第一届全国大

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决赛在南昌大学举行,按照

决赛评审委员会的工作安排通过进行分组观摩,分
组问辩和对推荐参加角逐一等奖的作品进行第二轮

观摩、答辩等方式,共评出一等奖15名、二等奖21
名、三等奖24名。

在成功举办第一届大赛的基础上,2005年11
月教育部高教司发文组建了“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2005-2008)组委会”,使全国大学生机械

创新设计大赛成为全国理工科大学生四大竞赛之

一。

2006年10月19日至10月22日“长庆杯”第
二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决赛在湖南省长

沙市湖南大学举行。全国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共1080余项作品参加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

赛。大赛评委会通过审阅设计资料、观摩实物演示

和进行作品答辩等程序,依据评分标准进行评分,并
经评审委员会全体会议复审,共评出一等奖24项、
二等奖36项、三等奖63项。第二届大赛以 “健康

与爱心”为主题,内容为“助残机械、康复机械、健身

机械、运动训练机械四类机械产品的创新设计与制

作”竞赛。

2008年10月16日至10月20日第三届全国

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决赛在湖北省武汉市海军

工程大学举行。这次大赛参加预赛的作品达到了

2200余项,决赛共评出一等奖54项、二等奖76项。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的主题为“绿
色与环境”,内容为“环保机械、环卫机械、厨卫机械

三类机械产品的创新设计与制作”竞赛。

  二、大赛的目的及持续开展的意义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的目的在于引导

高等学校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设计能

力、综合设计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加强学生动手能

力的培养和工程实践的训练,提高学生针对实际需

求进行创新思维、机械设计和工艺制作等实际工作

能力;吸引、鼓励广大学生踊跃参加课外科技活动,
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大赛已成功主办三届,竞赛结果表明:机械创新

设计竞赛是提高大学生创新设计综合能力、实践操

作能力和创造设计能力的竞赛活动,是开拓大学生

知识面、培养他们创新精神、合作意识、磨炼意志的

一条重要途径。有利于推动全国创新教育的开展,
有利于21世纪机械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有利于加

强高等院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也有利于吸引更多

的学生投身到我国机械工业振兴的事业之中[1]。
各高等学校领导的普遍重视和关注,广大教师

的积极组织和勤奋工作,参赛学生规模和受益学生

人数的扩大,参赛学生热情之高,大赛社会影响之

大,作品水平的逐年提高,应用成果的不断涌现,这
些足以说明该项赛事持续进行的必要性。

本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2005-2008)任期已满,在成功举办了三届大赛的

基础上,需要一次实事求是的反思,做一次认真的总

结。结合教育部关于“对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若

干意见”,如何将大赛活动与学校的教育计划融合在

一起? 使它成为一种常规的教学活动,而不是一种

突击性的、单纯的参赛行为;使之成为培养大学生创

新能力的一种有效方法和手段,不能是一种简单的

追求名次和荣誉的“火拼”。今后全国大学生机械创

新设计大赛能否持续进行下去? 大赛的方向将何去

何从? 大赛的形式和操作方法将如何调整? 这些都

需要我们广泛地探讨,认真地思考,需要组委会和教

育主管部门之间、各高等学校之间进行深入的交流。

1.大赛增强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了学生的

创新技能

我国要建成创新型国家,每年招收的600多万

大学生和研究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而我国传统的

教学模式注重知识的积累和一般性技能的培养,忽
视创新意识的启迪和创新技能的培养;学生为了考

分和找到理想的工作而学习,几乎没有想到要进行

创新,对身边的事物熟视无睹,对工农业生产和社会

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漠不关心,缺乏创新的冲动和创

造激情[2]。开展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有利于

调动和保护学生的创新热情。在和平年代,社会和

谐发展的今天,没有什么事情比开展竞赛更能激发

青年学生关注民生、关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大赛要求学生将创新思想用创新技能表达出

来,评价一件作品优劣的重要依据就是创新技能的

高低,大赛为学生提高创新技能提供了实训条件。

2.大赛鼓舞了学生的自信心和使学生获得成就

感

学生是受教育者,从幼儿园到大学,他们都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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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接受别人的指令做事,他们不知道学了那么多

知识应该用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长
期的被动学习使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缺
乏自信心。大赛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机

会,他们能够独立构思自己的作品,自主完成作品的

设计和制作,当他们辛苦完成的作品取得预定成效

时,他们欣喜若狂,获得极大的成就感,增强了对未

来从事机械设计和制造工作的自信心。调查发现,
参加过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的同学在应聘机械行业的

工作时,显得自信和从容[3]。

3.大赛提升了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综合能力

大学的课程是学一门结业一门,学生是结业一

门丢一门,最后的毕业设计本意是希望学生将四年

所学知识系统总结、综合应用。然而,由于考研和应

聘工作等活动的干扰,往往也只是纸上谈兵,草草收

场,即使出现问题也没有弥补的机会。大赛设计的

作品以机械为主,机电结合。这样对学生知识面要

求广,涉及的课程多,包括力学系列课程、机械设计

基础系列课程、电工电子、计算机控制、程序设计系

列课程等,所以一般多是3~4年级学生参加。通过

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对学生的锻炼和培养比较全面。
竞赛从发布大赛通知到完成决赛要有一年多时间,
学生从市场调研、方案构思到设计完成制作、参加预

赛要有7~9个月时间。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学生

在产品设计的各个环节中,如市场调研、作品方案设

计、机械结构设计、控制电路设计、作品动手制作、设
计资料整理以及介绍作品时的表达能力等方面得到

了全面的锻炼。竞赛主题一般结合经济社会的热点

问题,既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又与实际应用紧密

相结合,是实实在在的真题。大赛许多参赛项目构

思新颖巧妙,经济实用。每届大赛的作品中均有部

分作品申请了国家专利,还有的作品与有关企业达

成转让协议,有些作品达到了准产品的水平。

4.大赛有利于强化学生的合作意识,发扬团队

精神

大学生活以学习为主,而学习是独立完成的,很
少有合作的机会。当今的科学技术体系越来越庞

大,越来越复杂,分工更加精细和深入,一个人的力

量很难完成一个大的研究项目,因此合作意识和团

队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必备的素质。但这种素质又不

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学习和实践。机械创新设计大

赛以团队为单位,每队不超过5名学生和2名指导

教师,这样规模的团队对于训练学生为集体完成一

项任务而进行协作与分工、组织和管理非常有利,可
以有效缩短学生参加工作后人际关系的磨合期和阵

痛期。大赛为学生学习与人合作完成一项任务提供

了练习的场所。

  三、影响大赛持续开展的主要问题

1.竞赛作品的可比性和评价指标的可操作性模

糊

组委会规定的竞赛范围太广,涉及的内容太多。
比如第二届助残机械、康复机械、健身机械、运动训

练机械四类,本身四类机械差异很大,每一类中个体

又千差万别,从陆地到水上、空中,机器的工作环境

各异,机器的功能和精度要求不同,参赛作品形式有

些是实物样机,有些是模型。第三届的环保机械、环
卫机械、厨卫机械三类机械产品更是将厨房用具和

环保机械生硬地扯到了一起。这些机械无论是从工

作环境、作业对象、工作原理、设计制造精度还是使

用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安全性,使用寿命以及生产成

本迥异,而这些内容正是机械产品设计必须考虑的

重要内容,受载状态下的实物样机岂可与仅能反映

运动关系的模型同日而语? 这样的作品放在一起比

赛就像是鸟和鱼在比赛运动能力,缺乏可比性。比

赛的评价指标有失偏颇,而且可操作性较差。比如

第三届竞赛评价指标中有制造成本,评委们只能从

机器的大小、结构的复杂程度加以考虑,对加工精度

和加工工艺仅凭几分钟的肉眼观察是很难判断的。
但是加工精度和工艺在机械产品成本中占重要比重

是不争的事实,一根同样大小但精度差异很大的轴

自然造价差异很大,而精度又影响到作品的工作性

能。这些因素相互牵扯,使竞赛变成了一种模糊的

定性评价,随意性太大。

2.竞赛与常规教学活动及教学计划的结合不紧

密,甚至存在冲突

高校教学计划是以年为单位编制的,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每两年一次,不利于学校教学计划的安排,
难以保证每届学生都有机会参加;竞赛筹备时间太

长,容易与课程教学、考研相冲突;竞赛没有纳入教

学计划,作品的设计、制作场地易与课程设计、教学

实习冲突,作品制作经费没有保障;常规教学对竞赛

的针对性不强,竞赛对常规教学的促进不大;学生在

401



第3期 王树才: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可持续性问题思考  

低年级没有掌握好竞赛需要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技

能,比如绘图能力,为了完成竞赛任务临时抱佛脚,
却又耽误了新的课程的学习。

3.甄别参赛作品是否为学生自主创新的困难

从三届竞赛作品来看,有部分作品全部或部分

技术已被他人申请专利保护,另有一些作品远远达

不到现有应用的同类产品的技术水平,有少数作品

与国家项目资助下其指导老师完成的研究课题雷

同。我国每年专利申请量达60万件,其中机电产品

占2/3强,学生在设计作品时要避免落入他人专利

保护范围,更不能剽窃他人成果。竞赛的评委人数

有限,他们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对其它领域的科技

水平和科研状况隔行如隔山,评委在评定作品时要

甄别作品是否具有创新,是否自主完成确有困难。

4.竞赛规则和程序的公正性还不够完善

竞赛组委和评委组成结构的代表性不足,主要

来自于少数重点工科院校,很多评委本人指导有多

个团队参赛,竞赛进行了分组评定,分组规则赛前没

有制定;评委的人数太少,一些赛区预赛每组只有二

个评委,而且还不回避自己学校的作品,评分时评委

之间可以交流和讨论,这样的执法人员难以保证竞

赛的公正性。

5.机械创新设计竞赛的特殊性给其持续开展带

来困难

环比其它大学生课外科技竞赛活动,如电子设

计大赛、结构设计大赛、机器人足球赛、广告设计大

赛等赛事,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具有很多特殊性。如

比赛场地难以提供机器的工作环境,第二届比赛中

爬楼梯的轮椅是在平地上演示的;第三届比赛就更

加困难,因为多数环保、环卫、厨卫机械的工作对象

是垃圾和污物,这些机器比赛现场无法表现其真实

的工作状况,评委们仅凭视频录像来评价机器的性

能和工作质量;机械作品体积和重量大,集中到一个

场地比赛长途运输困难,费用高;如果用机器工作质

量作为评价依据,因作品功能不同没有可比性,如果

用机器传动原理和结构的创新性作为评价依据,因
机器是一个整体,局部好不等于整体优,且有些结构

处于机器外壳里面,评委在短时间的观看中不一定

能够觉察和理解;机械创新竞赛用模型参赛不能充

分反映设计和制造的水平,用实物参赛费用太高,两
届大赛决赛中成本最高的作品达人民币5万元以

上、成 本 最 低 的 作 品 约 500 元,大 多 数 在

2000元———10000元之间,对参赛学校的财力是一

个考验。

6.企业、媒体和社会对大赛的认同和支持不够

虽然中央电视台、省市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和

省市报社对大赛活动进行了报道,使大赛在社会上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搜狐”搜索引擎上键入“大
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会显示三百多万个网页信

息;在Google引擎上搜索,也会显示十万多个网页

信息(数据统计截止2008年底),但与其它赛事相比

仍是小巫见大巫。特别是企业对大赛的支持和关注

不够,大赛产生的众多优秀作品得不到企业的重视,
为大赛提供赞助的多是一些教学实验仪器公司。比

赛作品的加工制造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市场,没有

专门为大学生加工机械创新设计作品的机械产品试

制型企业。

  四、保证大赛持续开展的对策

1.规划好竞赛主题、内容、评价指标和“游戏”规
则,力求公平、公正、公开

作为一个倍受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校关注的重

要赛事,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是其保持旺盛生命力

的前提。为此可以借鉴电子设计大赛的方法来规划

竞赛的主题、内容和评价体系。建议今后设置比赛

内容要具体,广泛收集企业亟待解决的机械问题作

为大赛的题目。由大赛组委会提出基本功能要求、
主要技术参数和生产成本。一种机械为一个比赛小

组,每个小组分别比赛和设奖,分配获奖名额。如主

题为民以食为天,内容为设计帮厨机器人、自动洗碗

机、核桃脱壳机、柑橘剥皮机、薯片制作机等。分别

提出这些机器的功能指标和技术参数,同一种机器

在同一个小组比赛,一个小组设置几个奖项,评价的

指标为预定功能的实现能力、工作质量的好坏、原理

和结构的创新性、作品制作质量和外观、生产成本和

批量生产的工艺性、设计文件的完整性和设计技术

的先进性、作品介绍时的表达能力等。这样,题目来

源于企业的技术难题,众多学生就同一种机械开展

多种方案的设计,必然产生优秀的解决方案和作品,
实用的可以有偿转让给企业。大家就同一个问题各

抒己见、各显神通。作品可比性的加强必然带来评

价的可操作性和公正性。比赛评委一定要多,至少

7人以上,而且要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评委应该回

避自己学校的作品,这样比赛的公正性才能得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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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只有公正公平的比赛才能持续开展下去。

2.将竞赛纳入教学计划,使之与常规教学活动

相互促进

建议各学校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规定一定比例

的课外科技活动学分或用课外科技竞赛成绩冲抵选

修课学分,明确规定各年级学生参加科技活动的时

间、地点和内容,将课外科技活动和竞赛作为一项固

定的教学任务,与其它常规教学活动同等对待;激励

相关专业教师从事大学生课外科技竞赛的指导工作

并将竞赛内容引入课堂教学;对获得全国竞赛一等

奖的主要参赛学生允许在同级别学校相同专业中免

试读研。

3.建立一套完善的甄别机制

为了甄别作品的创新性和是否自主完成,建议

建设专门的机械创新设计竞赛网站,网站具备专利

和课题检测及查找功能,设计网上举报系统和学生

论坛,将获奖作品的视频和照片以及设计说明书挂

在网上公示,组委会成立专门的争议仲裁分会,负责

处理有争议的获奖作品。

4.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三届大赛的成功主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

育主管部门和高校教学管理机构的高度重视和支

持。大赛的持续开展,还需要这些部门一如既往的

支持。为此,应该考虑让其有大赛成果的署名权,成
果若产生经济效益,资助者可获得利益分成。此外

还要发动企业参与或赞助,鼓励企业申报大学生机

械创新设计作品加工中心,并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

和政府资金扶持。充分调动二级学院学生的积极参

与,将参赛人数、获奖情况等与学校教学水平评估联

系起来。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已成功主办三

届,它已经成为鼓励、促进和检验大学生创新能力培

养的重要载体,是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推动教学改革和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举措之一。作

为一个全国性的大赛,影响广泛而深远,在大赛组

织、机制、制度化建设等方面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完

善的地方[4]。建议组委会进一步围绕大赛主题、竞
赛内容、大赛与企业的合作、竞赛与常规教学的关

系、如何促成各校将大赛纳入教学计划、决赛时间安

排、大赛章程与制度化建设、大赛的合理设奖数目和

评奖方式、决赛评审工作细则、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

甄别和评价等方面进行研讨,使全国大学生机械创

新设计大赛早日走上稳定和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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