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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思想在创客实践中的应用 
——以“风能利用”项目中的风帆车为例 

公彦利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兼职教研员） 

摘要：“优化思想”应用于生活和学习中的很多方面,而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在学生创客实践中多有体现。本文就第七届
全国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中风能利用中的风帆车项目,从问题情景、解决过程、情境拓展三个方面论述如何在创客实践中让学生
体会优化思想,从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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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一词的本意是为了更加优秀或者在某一方面更加出色

而对问题进行改善，也常指使某人或某物变得更加优秀的方法或技
术。优化思想就是指在有限种或无限种可行方案中，挑选最优的、
最合理的方案的一种思想。 

优化思想一般包含三个维度。一是通过统筹来简化处理问题的
步骤，以达到省时省力、提高处理问题效率的目的，如生活中的沏
茶问题和烙饼问题。二是指处理问题追求精益求精的思想，如设计
作品时，想尽办法追求完美的思想。三是人们在处理问题时，能够
分清事情的主次和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如“牵牛鼻子”“打蛇打
七寸”的思想。 

一、问题情景 

风能是地球表面空气流动所产生的动能，属于可再生能源，是
未来可利用的主要能源之一。风帆车是利用风能驱动车辆行驶，可
以将设计建造帆船的方法移植到风帆车的设计中。 

实践任务：请选取材料设计并制作一个装置，使其可利用风能
实现侧风负重（风向与赛道方向呈 90 度角）行驶。比赛通过装置
的侧风负重行驶能力为表征，考查装置对风能的利用效率。比赛时
限为 3 分钟，在此时限内完成赛道行驶任务且装载负重量最大者为
优胜。  

考察目标：提升参赛队伍的科学素养，培养其创新思维及创造
力。考察参赛队伍流体力学知识、机械结构设计能力、制作工艺、
创意及批判性思维、团队合作、沟通协 调、自主学习、临场应变
等能力。 

二、解决过程 

拿到赛题后，22 名同学组成 11 组参赛队伍，开始了自主探究。
同学们首先查阅了大量的文字、视频资料，期望做好知识储备、做
出最理想的侧风接收模型，顺利完成比赛任务。 

发现问题。第一次模拟，有 8 组参赛队伍做出了第一代风帆小
车。经过测试，有 6 组首次测试运动良好，最高负重 690g 顺利通过，
有 2 组测试失败。队员们非常兴奋，增加了负重，但是探究并没有
如期望的那样顺利进行下去。几组队员无论如何调整风帆的安装方
式，原本“风驰电掣”的风帆车却纹丝不动。 

分析原因。经过冷静分析和多次尝试后，大家得出一致结论：
在风源稳定、场地不变的情况下，问题一定是风帆车的性能不稳定。
而风帆车结构的三个要素是船（车）身尺寸、桅杆高度、风帆面积，
需要逐个验证问题所在。 

所有队员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风帆车上面。初步诊断，第一代风
帆小车车体由三段积木拼接而成，车体过长，特别是车体中间只有
单根积木，增加负重车体不仅易变形，而且有的风帆车底部接触到
了赛道，导致摩擦力过大，风帆车便不能再“风驰电掣”了。 

第一次优化。问题找到，马上改进：大家把车体由三段积木、
单层拼接改成底层两段拼接、上层加固增强设计，中间车轴右移，
增加一车轮，风帆车由 5 轮变为 6 轮。改进后，风帆车稳定了很多，
负重行驶上升到 1600g。 

第二次优化。有了前面的经历，同学们在探究过程中，会细心

观察风帆车在负重行驶中的状态。他们发现，随着负重的增加，虽
然车架没有明显得变形，但是车轴却有些吃不消了。车轴被压弯，
轴套卡住车轮，风帆车又无法前行。细心的队员还发现，中间车轴
长，形变严重，前、后车轴短形变轻。有了这些发现，大家大胆提
出猜想，缩短左、右轮间距，减轻增加负重时车轴的形变；车轴与
车架处用热熔胶固定，减少动力损耗；车轮和车轴处涂抹润滑油，
减少摩擦。优化很成功，风帆车不仅行驶稳定，负重已经突破 2800g。 

第三次优化。一次次实践成功之后，队员们的思路开阔起来，
他们不甘落后，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负重还能增加吗？如何增加？
既然车况稳定了，大家把注意力放到风能的接受效率上来。首先，
把风帆固定插槽由泡沫板中间移至右上角，这样放置风帆，车体会
更平稳；泡沫板由车体中间移至车体前端，保证风帆车出发时风帆
处于风源区较有利的位置。其次，制作风帆时，采用线绳代替碳纤
维棒和吸管，最大的好处是便于调整风帆的形状，利于探究怎样的
风帆可以更好的接收风能，并且制作更简单、能降低风帆车的重量、
更环保（少使用热熔胶）。 

探究继续进行，风帆车的负重行驶载重已经突破 3600g。 
三、情景拓展 

随着探究的进行，风帆车的行使越来越稳定，负重也不断增加，
大家仍意犹未尽。最大是多少？风帆车负重行驶极限是多少？最好
的风帆是什么样的？如何安装才会有更好的动力?大家的好奇心和
探索欲被彻底调动起来。 

作为一次比赛，或许可以到此为止，但是作为一次实践探究，
就是要保护好学生刚刚萌发出的好奇心和实践动力，直到解决所有
的困惑。 

寻找更稳定的车轴、车轮、车架制作风帆车。改变负重行驶测
力方法，寻求更灵敏、更精准数字测力计替代。打破风源与赛道 90
度限制，尝试多种风向测试。生成理想风帆模型理论实践报告。队
员们又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优化……通过实践，队员们
体验到了优化的效果，也懂得了优化的应用方法与操作，为以后更
好地运用“优化思想”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反思回顾的过程中，队员们表达了自己的收获：优化思想能
实现最大的效率；可以用优化思想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科学精神就
是永无止境的探究精神……我最大的感触是：不能局限于以一次实
践来讲授优化方法，要在日常对学生进行优化思想的渗透，学生掌
握了优化思想后，再处理问题时，就会主动寻求最优解决方案，提
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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