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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竞赛 

——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左伟玲 

（武昌工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5） 

【摘  要】我国社会经济在不断快速发展，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学校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是势在必

行，因此加强创新实践教育就成为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实践证明，学科竞赛和创新实践是培

养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它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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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competition 

——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Abstract】 China's social economy is developing rapid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demand for applied talents is 

increasing, it is imperative for school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applied talents, so to strengthen innovative practice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to solve in the process of college talent training.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discipline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are the important way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practical and compound talent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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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应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创新创业教

育可以培养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可以创建创新型国家。我们处
在变革的时代，当前，新科技技术和产业转型在快速推进，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科技技术正在适用新的商业形态。互联网
深入改革的各行业，BAT 的创新活力、新技术，思维模式的创新，
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使传统工程科技的内涵大大提升。智
能制造业趋势、装备智能化升级、智能工厂的崛起、智能工程装备、
高端多轴数控机床、机器人工业产业等，这些说到底都迫切的需要
持续的创新型人才以及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才的支撑。 

智能制造专业是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与智能控制专业知识相结
合的专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实践性，要求我们学生不仅要具有
有广度有深度的专业理论知识，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
力。为了帮助学生提高创新意识，促进学生专业技术能力的全面发
展，我们可以从各种学科竞赛为出发，提高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能
力，在竞赛实践中不断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同时充分发挥教师在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为人才培养提供新的动力。 

本课题针对我院在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出现的一系列
问题，结合近年来指导大学生参加各种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的
实践经验，将学科专业知识作为基础出发点，把社会的实际运用需
求作为最终目的，用学科竞赛的形式作为连接桥梁，合理地将学科
竞赛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同时
全方面分析学生的学习掌握情况，从而提高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和综
合能力素养。 

现在很多大学生学科竞赛都是鼓励学生针对社会实际运用需
求，充分利用各专业理论知识开展创新设计、工艺制作、智慧生活
应用等实践工作。 

1  学科竞赛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 

围绕学科竞赛，提升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使学生在设计、控
制、分析、制造等方面建立更系统的专业知识体系和实践技能，增
强团队合作交流思想，提高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 

1.1  学科竞赛能巩固加强学科专业知识的学习 
很多学科竞赛都是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全面的、综合性的专

业学科知识，首先是必须具备这些前期的知识与技能的储备，因此

能通过学科竞赛，帮助学生认清自己的实力优劣势，找到自己的知
识缺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进取心，努力认真进行学科知识的
学习与积累。 

大部分学科竞赛要求制作实物现场比赛、机电一体化，需进行
系统工程实训、创新应用，以巩固学生的专业理论综合知识，这些
是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与工程技能作为支撑。竞赛过程会从设计与
研发的初始阶段，让学生体验市场调研、整体方案设计、详细结构
设计、仿真模型制作及测试调试，让学生充分了解到专业知识的重
要作用，激发他们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兴趣。 

在机械制图课程中，要求学生掌握一些机械零部件的基本制图
与制图技巧，重点掌握二维、三维制图软件 AutoCAD、solid works、
UG 等并做到熟练应用准确表达；机械原理、机械设计课程设计应
使学生掌握典型机械的传动零部件的结构设计，并应用三维 CAD
软件进行运动学特性仿真分析；在控制技术方面，应用计算机程序
设计与实训实践、电气与电子技术课程实训、机电控制工程课程实
训、液压与气压传动设计实验，掌握简单控制电路的设计和单片机、
PLC 等典型控制元件的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在制造技术方面，通
过金工实习、数控加工实训，让学生动手操作设备，能掌握基本的
车、铣、刨、磨等机械零件的加工制造工艺；现代创新设计实验将
创新理念与设计实践的结合，发挥创造性的思维，让学生设计建模，
3D 打印激光雕刻制作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作品。 

通过种种专业课程与实践训练的不断结合，让学生在设计、控
制、分析、制造等领域，形成一套完整的专业知识与技术体系，为
学科竞赛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1.2  学科竞赛能提高学生交流研讨团队合作能力 
以参加的大学生机器人比赛为例，机器人是一种可编程和多功

能的操作机，是先进的综合控制论、机械电子、计算机、材料和仿
生学的前沿科学与技术。他是现代工程科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现代
工程创新和创业实践教育的优秀载体。参加机器人比赛的学生，是
集合了具有机械、电子、控制、计算机等专业知识的学生，形成一
个团队。让他们一起分工合作，选材制作，设计机械结构，组装调
试、电路方案设计与实施以及程序编制系统分析，各专业的学生将
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直接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不断讨论研究、
设计、材料元器件的选用、总体调试，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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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自身优势，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团队
合作精神，交流思想创意，不断总结推新，打开思路，提高学生沟
通交流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1.3  机器人训练比赛能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能力 

通过近年来的实践探索，我们一直在致力开展一些实用的、简
单的机器人实践实训教学，事实证明，以机器人竞赛为基础的工程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对提高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具有良好的效果。 

机器人比赛的设计及实施方案，可以极大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这种竞赛包括物理，数学和计算机编程等综合知识，是个
很好的动手实际操作、切身运用的机会和综合平台。机器人的机械
结构设计，手动程序自主设计，是学生机械专业知识灵活性的运用
和体现。不同功能机器人作品设计新颖，结构独特，功能突出，其
创作过程中除了指导教师的点拨指导，靠的就是学生自己想象力的
发挥，是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动手实践能力的体现。 

在机器人比赛备赛过程中，要经历最初方案的设计研究、搭建、
编程、调试、练习等阶段，作品才成形，这准备时间跨度长且有一
定难度。整个的制作过程基本由学生独立完成，一些机械结构的设
计讨论，小零件的 3D 打印加工打磨，实验工具实验器材的运用掌
握，这些都在很大程度提升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为他们今后的
就业都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2021 年我院一个设计用来分类垃圾的机器人参加了比赛并获
奖。这个机器人能对各种垃圾进行自动分类和存储，整个设计过程
包括电源系统、传动系统、传感器系统、运动控制 plc 控制还有视
觉识别等。编写计算机程序让机器人实现一些普通动作，能够将不
同的垃圾通过传感器转化为电子信号，然后进行分类。多次试验把
不同种类的垃圾放在转盘上，传感系统进行检测，视觉系统进行识
别，与机械手通信，实现准确无误的垃圾分类功能。我们在备赛过
程中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方法，学生和教师一起查阅大量文献资料，
对机器人各个模块研究讨论，进行大量实验，最终设计出这一款垃
圾分类机器人。 

 

图 1 系统模块设计 

具体设计主要是从以下几个内容进行研究：①选定合适型号的
驱动电机，转向机构控制芯片，并确定他们的参数；②对机器人的
机械结构部分进行全面构思，设计的机械结构布局美观轻巧，整体
尺寸合理，主要部件的优化设计；③设计了传感器系统、识别定位

系统，并制作了主控板、跟踪板、电机驱动板和稳压板；④完成机
器人控制芯片的程序设计，通过测试验证程序的合理性，在视觉识
别中，使用多种算法来识别目标，提高分类的准确性。实际上，参
加机器人比赛的过程就是学生进行系统的综合实践训练的过程。这
种学科竞赛一直是一种典型的创新实践，通过这个比赛能很大程度
的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进行创新思维、创新实践训练，大大提高了
他们的创新实践能力。 

2  我们学院近些年学科竞赛的成果体现 

学院历年来参加组织了诸多学科竞赛，学生们根据自己的专业
方向、兴趣积极参与，专业教师带队参加校赛、省赛、国赛，获奖
无数。统计 2019 年，我院学生在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
赛中获多次省级一、二、三等奖，省级机械创新设计比赛多次一、
二、三等奖，省级全国 3D 数字创新设计比赛多次一、二、三等奖，
大学生“挑战杯”创新创业比赛年年获奖，在应用型人才工程技能
大赛多次获奖，在第三届湖北省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中斩获佳绩。
中国自动化学会竞赛委员会公布了“2021 年中国机器人大赛暨机器
人世界杯中国机器人武术挑战赛赛场”我们团队获国家三等奖和优
秀奖。 

每年参赛获奖学生指导教师近百名，这些竞赛年年在不断的提
档升级，向自动化、智能化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学生必须掌握全面
的综合专业知识，要求指导教师专业水平丰富，因此，这些学科竞
赛促进了教师不断提高专业教学水平和竞赛指导水平，促进了学校
学生教师的和谐共同发展。 

3  学科竞赛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研究过程中遇到的
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在实践中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专业指导教师
参与度不足，教师需不断研究进行与学科竞赛融合的教学设计，深
入指导学生进行参赛作品设计制造整个过程，发现问题能及时帮助
他们解决问题，全程进行跟踪参与。 

学校实验室可供学生自行设计制备参赛作品的设备台套数不
足，耗材管理不规范。需加强课内课外的实验和综合实训，增加一
些开放实验室的项目，多以学生为主体，让他们自行完成设计、制
作、试验、优化等整个过程，加强学生的创新设计思维，专业工程
制图能力，机械加工工艺的设计能力、协作沟通能力以及动手实践
能力等进行全方位训练提升。 

4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学科竞赛强化了学生对专业课程知识的理解掌
握，能培养学生良好的自主学习和良好的工程训练习惯，熟悉机械
设计理论、设计技巧、机电实验设备操作方法和工艺制作步骤，提
高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锻炼了学生的分工合作团队交流能力，
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为社会进步国家发展输送全面的应
用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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