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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国大学生学科竞赛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思维、锻炼学生团队协作、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及增加高校间学生交流的重要手段。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于 2002 年由中南大学首先开办,
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专业,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对应的学科竞赛举办时间也较短,目前仅举行了 4 届,
虽然随着举办届数增加,参赛高校越来越多,但多数高校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科竞赛建设模式。 为了充

分发挥学科竞赛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提高本科生学科竞赛水平,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地下空间工

程专业为例,分析了其学科竞赛的现状,提出依托省重点实验室建立统一管理系统,分析了学科竞赛的

建设思路,最后讨论了学科竞赛对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以此为契机提高学生参赛水平,提
升学科竞赛的影响力,充分发挥学科竞赛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意义,为学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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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一环[1] 。 为适应当前城市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专业人才需求,教育部设立了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自 2002 年中南大学率先开办

该专业以来,全国超过 80 所学校陆续开设了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主要研

究城市地下空间建筑、规划和地下各类工程设施建造技术,培养城市地下铁道、地下隧道与管线、基础

工程、地下商业与工业空间、地下储库等方面的人才。 优秀毕业生可继续深造,如报考岩土工程、结构

工程、市政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等专业方向的研究生[2] 。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于 2016 年开办城市地下

空间工程专业,2017 年获批陕西省一流专业建设项目,2019 年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 年

完成第一届毕业生培养。 笔者有 4 年的本科生培养经验,在培养理念、培养方法和培养计划等方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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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一些经验,认为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对

培养优秀本科毕业生具有重要意义[3-8] 。
学科竞赛需要参赛学生具备较强动手实践能力,可作为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辅助培

养优秀本科生的重要手段。 目前,较多专业开展了相应的学科竞赛,如结构工程专业方面,浙江大学于

2005
 

年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交通运输工程专业方面,同济大学于 2006 年举行了第

一届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岩土工程专业方面,上海交通大学于 2015 年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大学生

岩土工程竞赛。 实践表明,学科竞赛可激发本科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及团队合作能力[9] 。 竞赛过程

中,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一方面可增强其动手能力,另一方面可拓宽其知识面。 学科竞

赛还可以填补培养计划中的实践模块,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对培养优秀本科毕业生具有重要意义。
学科竞赛可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平台,增强其综合实践能力,对学生未来就业或继续深造均具有积极

作用[5] 。
结合学科竞赛的优势,为适应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本科生培养需求,郑州大学于 2016 年举办了

第一届全国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大学生模型设计竞赛。 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了 4 届。 总体来看,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学科竞赛尚处于发展阶段,参赛队伍选拔及培养机制远没有传统的全国大学生

结构设计大赛成熟,主要原因有学生获取信息不畅通、参赛学生报名少、参赛队伍训练不系统等。 依托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结合陕西省岩土与地下空间工程重点实验室,讨论学科竞

赛的建设机制,提升学科竞赛的影响力,从而提高学生参赛水平;建立城市地下空间专业学科竞赛的成

熟培养模式,为培养城市地下空间专业优秀本科生提供支撑,同时为学校专业评估增色添彩。

一、学科竞赛现状

(一)学科竞赛简介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是较新的专业,相应的学科竞赛也处于发展阶段。 目前,与城市地下空

间专业密切相关的国家级大学生学科竞赛主要包括“全国大学生岩土工程竞赛” “全国大学生城市

地下空间工程专业模型设计竞赛”。 全国大学生岩土工程竞赛由高等学校土建学科教学指导委员

会和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主办,每两年举办一次。 近年来的竞赛具体情况见表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以下简称“城地”)2016 级本科生参加了第三届竞赛,并获得了二等奖;全国大

学生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模型设计竞赛由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主办,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会地下空间分会和全国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建设研讨会共同承办,每年举办一次。 近年来的

竞赛具体情况见表 2,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生参加了第二届和第四届竞赛,获三等奖 4 项。 由表 1
和表 2 可看出,全国大学生岩土工程竞赛和全国大学生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模型设计竞赛规模越来

越大,参赛高校和参赛队伍逐年增加,比赛机制也逐渐成熟。
表 1　 全国大学生岩土工程竞赛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赛事题目 参数高校 / 队伍

第一届 2015. 05 上海交通大学 建造模型挡土墙 12 / 12

第二届 2017. 07 河海大学 建造桩基 30 / 30

第三届 2019. 07 天津大学 城市地下管片建造 3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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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国大学生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模型设计竞赛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赛事题目 参数高校 / 队伍

第一届 2016. 11 郑州大学 邻近复合地基加筋土挡墙的设计与建造 32 / 53

第二届 2017. 10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格栅拱架的设计、建造与加载试验 39 / 70

第三届 2018. 10 南华大学 深基坑支护模型的设计、计算、制作和加载实验 53 / 87

第四届 2019. 11 河南城建学院 双联拱隧道结构模型的设计、计算、制作和加载 46 / 90

　 　 (二)学生参赛现状

因全国大学生岩土工程竞赛和全国大学生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模型设计竞赛举办时间相对较

短,总体来看,目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本科生参加上述学科竞赛的比例不

高,每年符合条件的本科生报名人数占比不足 30%,普及率较低,难以系统地组织初赛队伍,难以系

统地培训复赛队伍,正赛成绩仍然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竞赛信息传达迟滞。 关于学科竞赛的通知一般由承办单位在特定网站上发出,本科生

关注较少,而知晓竞赛的专业教师无法及时有效地把竞赛通知传达给每位学生;一般通过辅导员传

达,部分辅导员非该专业教师,存在对竞赛认识不深入等问题。
(2)学校对学科竞赛重视度不够。 目前,全国大学生岩土工程竞赛和城市地下空间模型设计竞

赛被学校划分为二类竞赛,相比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权重较低,参赛学生的评优加分较少,导
致对学生的吸引力降低。 与此同时,对指导教师工作量的认定也较少,教师参与的积极性低。

(3)学生对学科竞赛认识不深入。 学生对知识的被动接受导致其对认识事物的主动性降低,对
学科竞赛的认识度不够,不了解学科竞赛对培养自身综合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导致了其对参

加学科竞赛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不够。
(4)学科层面缺乏系统组织。 目前,城地专业的学科竞赛通知由辅导员发出,学生预先报名,相

关专业教师直接组织培训和初赛,没有专门的归口单位进行赛事宣传和初赛组织工作,导致学生报

名人数少,初赛队伍少,培训不系统。

二、学科竞赛建设思路

(一)建立统一归口管理系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拥有陕西省岩土与地下空间工程重点实验室,为更加系统合理地开展学科

竞赛,提出将重点实验室作为学科竞赛统一管理单位,设置竞赛专家组和秘书处,由秘书处专职人

员负责竞赛通知发布、学生报名信息收集、初赛选拔组织和复赛队伍培训等工作。 主办单位竞赛通

知一经发布,秘书处专职人员立即上传实验室网站,并直接通过班级群通知各年级全体学生,学生

自由组队报名,报名表均交往秘书处,有意向参加指导的教师也在秘书处报名,由专职人员分配指

导教师到各个报名队伍。 考虑报名队伍多、指导教师人数少等情况,可以由一名教师负责多支初赛

队伍,指导教师对各自所负责的参赛队伍开展初步培训,详情见图 1。 实验室秘书处根据赛事题目

组织初赛,各队伍提交计算书并进行现场模型制作。 专家组中应由不少于 3 名的专业教师担任评

委,进行初赛队伍选拔。 根据队伍数量评出一等奖 1 项,二等奖若干,获得一等奖的队伍作为学校

代表队参加正赛,赛前由实验室组织专家组和指导教师对正赛队伍进行进一步培训。 所有初赛所

用的模型制作材料等费用均由实验室承担,正赛队伍差旅费用也由实验室预支,因赛事获得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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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荣誉归参赛者所有,凡是由学校资助经费的竞赛作品,知识产权归作者和学校共同所有,竞赛作

品由学生所在单位存档,可作为学科评估的重要支持材料。

图 1　 建设思路

(二)引入学科竞赛的激励措施

针对目前学科竞赛的现状,提出增强学科竞赛宣传力度和重视度的措施,提高学生对学科竞赛

的认知,引入学分结构,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1. 提高宣传力度

从学科层面充分重视学科竞赛,指定重点实验室专门人员负责学科竞赛通知、回执信息的收

集,在主办单位通知发出后及时传达到多届学生班级群,并采用宣讲方式,介绍学科竞赛的重要性

和意义,提高学生对竞赛的认知度和积极性。 每年举办一次院级学科竞赛,竞赛题目由专家组确

定,要求与工程实践密切结合,同时符合国家正赛的总体要求。 学生通过院级比赛进一步增加对学

科竞赛的认知,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增加学科竞赛在

学生层面的普及率。
2. 提高竞赛权重

目前,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相关的学科竞赛对学生和指导教师的吸引力有限,究其原因是其

在各类评价中权重较低、学生评优加分少、指导教师科研任务重等。 建议学院提高城市地下空间工

程相关学科竞赛的权重,对于学生,结合获奖等级在学院层面的评优活动中予以认可并分等级加

分;对于指导教师,建议纳入年终考核业绩,根据不同的获奖等级认定不同的业绩点,通过提高学科

竞赛的权重来增加学生和指导教师参赛的积极性。
3. 健全初赛选拔机制

依托省重点实验室,建立初赛选拔机制最终确定正赛队伍。 首先,实验室秘书处在全学院范围

内发布竞赛通知和指导教师信息,鼓励学生多层次自由组队(如跨年级组队或跨学科组队),实行学

生和指导教师双向选择制,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初赛队伍确定后由秘书处组织初赛,专家组评

委不少于 3 名教师,初赛通过计算书、专家评审和答辩的方式进行,设置校级一等奖 1 项和二等奖 2
项,由学校创新创业办公室负责颁发证书,参加初赛的队伍可获得校级奖励。 获一等奖的队伍可作

为学校代表队参加正赛,由实验室专家组成立学科竞赛指导小组,对参加正赛队伍进行集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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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提供训练场地和模型制作所必需的材料费。
4. 引入学分结构

学科竞赛是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对参加学科竞赛并获得奖励的学生予以实践

教学模块学分认定,在毕业条件审核时,予以认可。 冲抵学分数可由具体情况确定,建议获得国家

级一等奖认定 2 个选修学分、国家级二等奖认定 1 个选修学分,国家级三等奖和校级一等奖各认定

0. 5 个学分。

三、学科竞赛对城地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

教学改革是适应当前人才培养的必经之路,学科竞赛是推进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高

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引入学科竞赛,积极调动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尽可能使得

学生掌握更全面的专业技能,提高综合素质。
(一)城地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按照创新人才培养需求,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为输送地下工程方面的高素质专

业人才,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就业方向相对广泛,可在城市地下铁道、地下隧道与管线、基础工

程、地下商业与工业空间、地下储库等工程的设计、研究、施工、教育、管理、投资、开发等部门从事技

术或管理工作。 截至目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已招生 4 届,共有在校生 161
人,2020 年第一届学生 33 人已毕业,主要去向如图 2 所示,其中,就业 16 人,读研 9 人,出国深造 4
人,未定 4 人,其中,就业的 16 人中有 14 人签约中铁、中建等施工单位。 可以看出,目前城市地下空

间专业毕业生主要去向为施工企业(49%)和继续深造(39%)。

图 2　 毕业生去向

(二)学科竞赛对人才培养的作用

1.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学科竞赛需要学生在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实际,充分发挥所学知识进

行合理创新设计,同时需要学生发挥团队协作能力,取长补短,才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近几届岩土

工程竞赛和城地竞赛题目均来源于工程实践,需要参数团队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一定的工程实

践认识,从审题、讨论、设计、制作等过程看,均需要团队成员密切合作,在利用理论知识的同时必须

具备一定的创新性构想,通过队员之间的火花碰撞,最终形成可行性方案,从而锻炼团队成员的创

新、协作能力,最终方案的模型制作还需要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完整的竞赛过程可充分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有益于学生参加工作或读研。
2. 优化学分结构

学科竞赛可作为实践教育教学模块的补充,虽然学科竞赛不纳入总学分数,但对获奖学生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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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育教学模块的学分认定,在毕业总学分审核时作为学分使用。 学生可自主选择,从而为学生

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这对学生掌握知识或自主选择学分取得方式都有较大帮助。
3. 促进专业发展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

入选了 2019 年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通过学科竞赛建设,强化专业建设。 以学科竞赛为载体,

完善本科生培养体系,充分发挥学科竞赛创新驱动作用,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研,提升

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同时,通过学科竞赛获奖进一步丰富专业建设成果,促进城市地下空

间工程专业快速健康发展。

(三)学科竞赛对教学改革的作用

(1)革新教学理念。 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引入学科竞赛内容,增加理论结合实际模块,转变传

统教学理论,建立基于学科竞赛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在教学过程中强化实践环节,注重从理论知

识走向应用层面,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从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重传统轻创新”

逐渐转向“理论与实践并重、传统与创新并举”;实现理论与实践综合素质的培养。 此外,将学科竞

赛纳入学分结构,增大学科竞赛的权重,将实践创新融入课程教学中,以工程实践需求为出发点,将

综合素质培养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形成基于学科竞赛的创新型教学理论,培养理论与实践并重的

层次化、梯队化人才,有益于学生就业或继续深造。

(2)提高教师队伍的积极性。 以学科竞赛为契机,调动专任教师的积极性,参与学科竞赛的指

导,形成“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辅助教学机制。 鼓励教师参加学科竞赛的指导、评审及交流环

节,充分认识工程实践需求,将工程实践融入教学内容中,增加理论和实践的互动环节,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提高教学效果。 此外,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科竞赛改进教学方式,以学科竞赛为载体加强

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把工程实践创新理念融入课堂,积极探索综合素质人才培养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推动实践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3)激发学生兴趣。 学科竞赛题目来源于工程实际,通过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可增加学生

对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的直观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工程实践,实

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提高学习效果。 同时,学科竞赛以团队模式进行,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

知识交流,取长补短,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四、结语

全国大学生学科竞赛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模块之一,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思

维、提升学生团队协作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及促进高校学生交流的重要手段。 针对城市地下空

间工程专业开办时间较短、学科竞赛建设不成熟等问题,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

业为例,分析了其学科竞赛的现状,提出依托省重点实验室建立统一管理系统及学科竞赛的建设思

路,最后讨论了学科竞赛对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的意义,以此为契机增进院校间的交流,提高学生

参赛水平,提升学科竞赛的影响力,积极探索专业学科竞赛载体下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

学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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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
 

competi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cultivate
 

their
 

innovative
 

thinking 
 

train
 

their
 

teamwork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increase
 

their
 

communication.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engineering
 

specialty
 

was
 

first
 

established
 

b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in
 

2002 
 

which
 

is
 

a
 

relatively
 

new
 

specialty.
 

The
 

corresponding
 

discipline
 

competition
 

of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engineering
 

specialty
 

has
 

also
 

been
 

held
 

for
 

a
 

short
 

time.
 

At
 

present 
 

only
 

four
 

sessions
 

have
 

been
 

held.
 

Although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articipat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crease
 

of
 

holding
 

sessions 
 

most
 

universities
 

have
 

not
 

formed
 

a
 

systematic
 

discipline
 

competition
 

construction
 

mode.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in
 

talent
 

training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undergraduate
 

discipline
 

competi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engineering
 

specialty
 

of
 

Xi 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iscipline
 

competition 
 

puts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fied
 

management
 

system
 

relying
 

o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and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ideas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on
 

teaching
 

reform
 

and
 

talent
 

training.
 

It  s
 

necessary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significance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in
 

talent
 

training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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