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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由大连理工大学牵头，教育

部高教司主办，旨在结合高校的工程训练教学需求和教育资源，促

进工科大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提升。该成果的研究工

作起于 2006年，形成研究性成果于 2009年； 2009年开办首届全

国竞赛，已经过 5年的实践检验，成果逐渐成熟完善，影响力迅速

扩大，受到高校师生热烈响应和各界一致认可，被教育部专家和媒

体评价为“中国当前最好的大学生竞赛项目。” 

主要解决的问题： 

（1）针对国内各类大学生创新竞赛中存在的“办赛思想模糊，

定位不够准确，竞赛规则不严谨，评定标准不一”等问题，在广泛

调研，深入论证的基础上，凝练出了适应国情的先进的大学生竞赛

办赛指导思想：“竞赛为人才培养服务，竞赛为教育质量助力，竞

赛为创业就业引路”，“重在实践，鼓励创新，突出综合，强调能

力”。 



（2）针对已有竞赛存在的“学生动手或浅或少，参赛学生或

偏或少，竞赛与课程教学或脱离或矛盾”的问题，以工程训练实践

教学平台为依托，确定了“三级赛制，扁平结构，面上发动，赛教

结合”的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新模式。为创办新型大学生

科技创新竞赛奠定了基础。 

（3）针对国内竞赛中存在的“出题过泛，内容过软；竞赛内

容与工程实际过于脱离，与教学培养过于脱节，与工业主流技术衔

接不足”等问题，提出了工程训练竞赛应是大工程大机械现代工业

理念下的以激励综合性工程实践能力提升为基本特征，将设计、制

造、成本、管理多方面培养要求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科学、合理、

可行的大学生工程训练竞赛命题设计原则。 

（4）提出了“赛教结合”的新路子，将竞赛题目内化成教学内

容，形成新的课程，解决了如何将创新竞赛与课程建设有效结合，相

互促进的问题。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实践和团队精神的培养，

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养成。 

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在全国系统地提出了“竞赛为人才培养服务，竞赛为教育质量

助力，竞赛为创业就业引路”，“重在实践，鼓励创新，突出综合，

强调能力”的办赛指导思想。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和全国高校的响

应，在教育部 2009.12月份上报党中央的《教育简报》上专文介绍

了该项赛事并强调上述观点。 



（1）组织国内工程教育研究学者和具有丰富教学和培训经验

的专家共同参与工程训练竞赛命题的设计研究，使其具有鲜明的工

程背景和综合性工程训练的特点。每届竞赛的命题都兼顾了产品设

计、制造工艺、成本分析、生产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和基本素养要求。被专家组评价为“目前国内最好的大学生竞赛命

题设计”，也受到了国外高校和学者的高度关注。 

（2）基于对国内各竞赛模式的分析，提出并完善了大学生工

程训练竞赛新模式，概括为“工学结合，教赛相融；教改引路，重

在育人；由下而上，层层发动；逐级推进，重在参与；统一命题，

强调综合；动手动脑，现场操作；团队合作，激励竞争；盲测盲评，

公正透明。”竞赛过程分为方案设计、零件加工、现场制作、组装

调试、运行考评、公开答辩等多个阶段，很好地体现了综合性工程

能力培养的要求。 

（3）提出并坚持“赛教结合、面上发动、重在培养”的办赛思

路。各参赛学校纷纷开展了将竞赛内容与教学课程结合起来的改革探

索。目前，已有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十多所学校开出了以“无

碳小车”等竞赛命题为主要内容的实践课程，收到了突出效果。为高

教课程体系改革向深水区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三、成果的创新点 

（1）科学地提出了适应我国高教国情的，引领我国大学生科

技创新竞赛活动健康发展的办赛指导新思想，即“竞赛为人才培养



服务，竞赛为教育质量助力，竞赛为创业就业引路”，“重在实践，

鼓励创新，突出综合，强调能力”。 

（2） 提出并完善了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工科学生综合性工程实

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的，并可以在面上运行，让多数学生受益的

工程训练竞赛新模式：“工学结合，教赛相融；教改引路，重在育

人；由下而上，层层发动；逐级推进，重在参与；凝练命题，强调

综合；动手动脑，现场操作；团队合作，激励竞争；盲测盲评，公

正透明。” 

（3） 提出了与先进的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模式相匹配的竞赛

命题设计原则。竞赛命题与当前社会经济建设主流发展理念相吻合，

与工业主流技术发展相衔接，与教学课程内容相匹配；同时又能集

产品设计、加工工艺、制造成本和工程管理等多方面知识于竞赛中。 

（4）形成了创新竞赛与课程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赛教

结合机制，为实践教学的改革探索了一条新途径。将理论与实践、

设计与制作、个性展示与团队协作等多方面充分融合，既有统一规

定又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挖掘出其内

在的潜力，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是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和实践教学改革的新探索，其成果已取得了良好的推广应用效

果，不仅能够达到加强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

的培养，也能激发大学生进行科学研究与探索的兴趣，挖掘大学生



的创新潜能，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条件的目的。竞赛受到

了教育部高教司领导和参赛高校师生的认可和好评，引起了广泛关

注。 

（1）工程训练竞赛已成为国内本科生参赛规模最大的具有现

场操作的综合性赛事之一。从首届国赛的 58 支参赛队到第三届省

赛的 1311 支参赛队，竞赛规模迅速扩大，增加主要表现在参加校

际竞赛学生数急剧扩大，真正实现了面上学生受益。 

（2）基于“赛教结合、面上发动、重在培养”的思路，开设

创新实践课程。竞赛模式和命题内容已经开始在清华大学、大连理

工大学等十多所学校中进入了创新教学体系，开出了创新实践训练

课程，并且有迅速上升的趋势。 

（3）竞赛引发了教师教学研究的热情。根据 2012底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工程训练学科组验收数据统计，截止 2012年底，

33 个示范中心共发表工程训练教学论文 1169 篇，比 2009 年增长

了 35.4%，其中涉及工程训练竞赛的教改论文增长最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