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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戈舟绍r同济大学近挪组织的几种形式的结构设计竞赛活动 认为 外垃计竞赛和在教学 节中引．̂带竞赛机 

制的课程设计坝日，l】J以成为枝园内学生参与创新性 1 程没订的阿种基奉形斌 ，井提JJj在这类设计竞赛 动中，应当体现创新性 

综音性 、町行性 、独盘性 、参 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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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高等工程教育越来 

越重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其 

间，面向工程专业学生的结构设计竞赛是一项极富 

吸引力的活动。但是如何把竞赛作为学生创新精神 

和动手能力培养的过程加以实施，还值得组织者加 

以探讨。率文介绍了同济大学近期开展的若干项学 

生工程设计竞赛，并对竞赛组织的一些原则提出看 

法。 

核要把实验能力、动手能力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作为主要内容。 

4．优化实验教学环境。实验场所的环境条件 

是保证实验教学开展的基本条件。为了创造有利于 

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教学环境和条件，我们加强实 

验条件、实验环境、实验设施的建设，加大设备投入， 

更新仪器设备种类，优化实验教学环境，进而提高实 

验教学质量。 

四、结语 

科技兴国任重而遭远 ，我院测试中心面对现实 ， 

抓住机遇，锐意改革，以计量认证为基础．以实验室 

为载体，将实验教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 

和实践能力方面，充分发挥实验室在素质教育中的 

作用，积极推动实验室建设的发展，使实验教学工 

作、条件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叉上了一个新台阶，这 

对学院实验室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I] 中国囊验室认 可委员鲁 中国妻验室注册评审孟涪训教程 

fM]．北京 中国计量出版社 1999 

[2] 避燕杭．王并莉．素质教育与高校教师新定住(力 高等建筑 

教育．2000、(2)：19—2I】 

[责任编辑：周虹冰] 

[收稿日期]2001—03—28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世行贷款21世纪初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1282B09051】 

[作者简介]陈“一(1955一】．男，浙江天台^．同济大学教授，博士，从事土木工程学科结构工程(钢结构)研究。 

· 42 · 

http://www.cqvip.com


 

一

、设计竞赛的形式 

1．土未工程专业教改试点班的结构设计竞赛。 

l998年同济大学按宽口径土木工程专业的要求招 

收第一批学生后，为了让学生早日树立工程意识、建 

立工程概念，开设了工程力学设计课程。设计课程 

安排在第一学年结束后。已经实施的 98级、99级 

学生工程设计课程的主题，是在力学课程中学习 过 

的有关材料、构件、简单结构体系知识的基础上，分 

组制作桁架结构模型，并进行加载试验。由于模型 

测试的综合指标是指定跨度、指定加载方式的桁架 

结构的极限承载力与结构总重量之比值 ，因而设计 

课程的成绩优劣具有设计竞赛的性质。课程的组织 

方式为：教师指定题 目；规定相对集 中的时间(一 

周)；给出工作程序(方案设计 、计算、制作、试验、分 

析报告)；结果作为学习成绩记载。 

2．学校组织的跨 系科结构设计竞赛。2000年 

4月，同济大学以教务处名义组织进行全校性的大 

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组织方式为：教务处牵头，建立 

由相关学院教师和团、学组织代表组成的竞赛组织 

委员会，确定竞赛题 目、参赛方法、作品要求、评奖办 

法；竞赛评选由工程界和教师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 

会负责。此次竞赛采用抽象命题方式确定竞赛题 

目，题目是“超越传统”，给学生以较大想象和创造空 

间。其方法为：不对参赛作品的对象结构的用途、场 

地条件 建造材料等作具体规定 ；要求参赛者根据结 

构设计方案，提出分析 计算的力学模型和方法，用 

初步的或较具体的分析计算结果证明结构设计的合 

理性或在某些方面的优越性能；结构的建造材料可 

以是已有的天然材料、人造材料，或今后可能会出现 

的新型材料。此次竞赛对作品规格和表现方式提出 

了若干建议。给学生报名至提交作品的时间为三个 

月。获奖者给予单科竞赛获奖者的待遇。 

3．土未_T-程 学院学生会的结构设计 竞赛。 

1999年和2000年．在土木工程学院团、学组织策划 

的每年一度的学生“土木杯”课外竞赛活动中都有学 

生结构设计竞赛内容。2O0o年 度的竞赛 由院学生 

会学习部组织。主题定为“方便筷建模”，其方法为： 

结构材料为限定数量的快餐用木筷，连接材料为线 

绳，评价标准是结构高度和结构可承受最大荷载两 

项的加权和。报名至完成作品时间为两周。测试委 

托结构试验室进行。 

二、竞赛选题对学生创造力的激发程度 

所组织的竞赛，对学生都具有吸引力，但不同类 

型题目对学生创造力的激发程度是不同的。 

土木工程专业试点班按课程方式组织的结构设 

计竞赛，将材料 、工程对象、主要尺度都予以限定，学 

生可以自由创造的范围是在限定条件下的结构形 

式。从工程眼光看，这样的“创造”或许称为“习作” 

更确切；但从学生的立场出发，他们是第一次把桁架 

这种结构形式付诸实施，不仅如此，书本上学到的仅 

是平面桁架，季受重力荷载的模型则必须有空间三 

维的要求，为此需要所有参赛学生经历自学(查资 

料)、构思(方案)、比较(分析)、选择和付诸实施的过 

程，对学生而言，这_-“制造”过程是从无到有的“创 

造”。学生作品中有平行桁架、空间桁架、甚至以桁 

架式受压上弦和单杆式受拉下弦组成的复杂桁架等 

多种形式 不同作品的出现，说明对结构工程学的 

_八门者，这种选题方式仍是适合的。 

土木工程学院学生会组织的“方便筷建模”则仅 

给出材料限定。由之，学生对结构的创意性可以得 

到较大发挥。学校教务处组织的“超越传统”结构设 

计竞赛，以近乎无约束条件的方式给出赛题，而且评 

奖规则的第一要求，就是要有创新意义。当然这一 

无约束条件的赛题，以一定的结构、材料发展技术为 

背景，在对创新性提出要求的同时，还对参赛学生的 

基本理论 、基本技能提出很高要求。参赛作品中最 

具新意的作品是：以本科四年级学生领衔组队的“云 

中漫步”，构思了独立支柱和预应力索组成的空中回 

廊，作为未来世博会展览用房，创造出一个落地面积 

仅为可展示面积 lO％左右的建筑空间。该组学生 

同时用硬纸和细绳制作了缩尺模型，展现了作品的 

可能性，在具有创意性的同时完全具备工程可行性。 

由此可以看出，结构设计竞赛题目关系到将学 

生创新思路引向何处、给创新活动留下多大空间，是 

结构设计竞赛组织者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另外， 

土木工程专业试点班设计课程的参加者是一年级学 

生，“方便筷建模”竞赛的参加者主要是二、三年级学 

生，而“超越传统”的参加者则以四年级学生和硕士 
一 年级生为主体。这也提示．高校学生的知识构成、 

动手能力、兴趣指向，在高低年级阃存在差异；竞赛 

题目在重视创新空间的同时，还应注意参赛对象的 

年级构成 

三、组织方式 

1．教学组织形式的工程设计竞赛 它是将课 

程教学的结构设计内容，综合方案、计算、制作、试验 

等内容，组织成为带有竞赛性质的教学活动。在一 

定的意义上，能综合所学知识就是创新，比较成绩优 

劣即为竞争，这就是把结构设计竞赛的某些机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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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课程设计的教学组织方式中去。对教学过程米 

说，就是不仅提出一般课程设计要求学生能够达到 

的理解、应用的目的，而且应当提出某种目标的优化 

指标 ，作为激励学生在理解和应用的过程中，加入积 

极的创造性探索；不仅要有指导、学习、实践的环境， 

而且要把评比、分析纳入教学过程之中。在这个意 

义上，工程类课程设计的大多数作业都有可能以这 

种方式来实现。 

2．非教学组织形式的3-程设计竞赛。由于教 

学目标和竞赛方式之间是有区别的，在课程设计教 

学中引入竞赛机制的同时，非教学组织形式的设计 

竞赛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教学过程是按一定知 

识体系、技能训练程序逐步实施的，教学组织形式的 

工程设计竞赛将会有更多的约束条件，而非教学组 

织形式的工程设计竞赛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更为灵 

活，就给了学生以更大自由去综合运用各种知识、技 

能进行创新活动的机会。非教学组织形式的工程设 

计竞赛，其方式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无背景竞赛方 

式，另一种是有背景竞赛方式。前者的竞赛题目是 

竞赛组织者 自行拟定，后者则是选择有实际工程背 

景的课题。由于对：【程的直接参与性，有背景竞赛 

方式可能会成为一种受到学生欢迎的新的组织方 

式。 

四、设计竞赛评价 

在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主旨的设计竞赛中， 

评价学生工程设计竞赛成功与否的尺度，应当有如 

下内容，这些也是组织设计竞赛的指导思想。 

1．创新性 这是学生工程设计竞赛不同于常 

规设计课程(指仅以达到一定工程训练目的、掌握常 

规工程设计方法为目的的工程设计课程)的显著区 

别，也是设立课外设计竞赛的主要 目的和灵魂。创 

新性是指鼓励学生从实际状况出发，通过调研作出 

前人或同时代人确实来曾提出过有创意的新思路 ， 

并将它体现在作品中，或者体现在作品的形成过程 

中。 

2．综合性 对正处在学习阶段的工程类学生 

· 44 

来说，鼓励他们将所学知识综合起来 ，鼓励他们将知 

识体系、制作技术、操作技能等结合起来，鼓励他们 

通过与其他专业领域学生的团队协同将不同学科的 

知识综合起来，形成新的设想和方案，是将工程教学 

和创新教育融为一体的重要途径。 

3．可行性。要求一定的可行性，是对工程类学 

生作工程竞赛的基本要求，也是创新方案有别于科 

学幻想的基本标志。但是我们可以要求这种可行性 

包括当前的可行性、基于现有技术发展趋势的可行 

性、甚至是基于某些科学原理的将来可行性。对可 

行性的说明必须要求科学的甚至数学计算的依据 

(结构设计要求有材料、力学、结构原理等的依据)。 

4．独立性 如果一个方案是教师构想的，而学 

生只是作了计算或具体化的工作，将其称为学生的 

创新作品，本身就是对创新的原创性要求的背离。 

为了体现这一原则，需要在对竞赛作品的评价中加 

入一定的指标，降低教师参与程度高的作品在学生 

设计竞赛中的竞争率。 

5．参与性。作为对鼓励学生创新积极性的结 

构设计竞赛应当要求一定的参与率。从学生参与程 

度看，教学组织形式的工程设计竞赛是百分之百，非 

教学组织形式的工程设计竞赛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组织者的努力。站在教师的立场，当然希望有较多 

的学生加入到结构设计竞赛中，以激励他们用活所 

学知识，开发创新潜能，但是创新活动是创新主体积 

极的、能动的活动，是不能完全以教学组织方式来实 

现的。如何提高学生的参与率，合适的选题、广泛的 

宣传、必要的条件、各种方式的组织、有吸引力的激 

励、以及有限度的竞赛频率，是竞赛组织者需要把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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