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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军人意志 培养创新精神 
一 学科竞赛在军校学员创新教育中的作用 

贾 辉 ，孔 迪 ，李修建 ，杨建坤 ，刘 菊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1．理学院；2．研究生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近年来，学术科技竞赛已成为我校学员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校对本科学员创新教 

育的重要方式。结合我校学员学术科技竞赛的实际情况，针对军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对学术科技竞赛在军校学 

员创新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存在的不足及对策进行了总结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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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un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in 

Innovational EducatiOn fbr the Military Cadets 

JIA Hui ，KONG Di ，LI Xiu—iian ，YANG Jian—kun ，LIU Ju 

(1．College ofScience，2．Graduate school，National E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chool life in our university． 

It’ 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innovational education for undergraduates．Based on the targets of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he practices of those competitions，the ro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in innovational education for the 

military cadets is deeply analyzed，and several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ose innovation practices ay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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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二战时期常规武器军备竞赛和二战后的核军备 

竞赛，一场新的、更高层次的非核高科技军事装备竞 

赛已经展开，研战融合成为军事科技创新发展的全新 

课题⋯，对军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出了严格的 

要求。尤其是我军正处于信息化建设的转型期，军队 

的现代化建设和军事能力建设更加需要高素质的创新 

人才。我校作为我军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基 

地，担负着对学员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的重大 

使命。学术科技竞赛作为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手段， 

已在我校广泛开展，多年的实践表明，学术科技竞赛 

对军校学员创新精神的培养是积极有效的-zn 。本文 

结合我校学员学术科技竞赛的实际情况以及作者参加 

学术科技竞赛指导的心得体会，对学术科技竞赛在军 

校学员创新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探讨，同时对存 

在的不足及对策进行了总结和思考，以期进一步推进 

学术科技竞赛对学员军人意志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一

、 当前我校本科学员学术科技竞赛概况 

经过多年的实践，学术科技竞赛已成为我校学员 

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校学术科技竞赛具有学 

科覆盖面广、竞赛种类齐全、持续时间长、竞赛层次 

丰富、竞赛成果突出等特点。据近三年的学术科技竞 

赛情况看，我校已开展数理类、工科类、人文社科 

类、军事基础类及综合创新类五大类学术科技竞赛， 

学校年均举办校级竞赛20余项，校级以上竞赛近3O 

项。全年各个时段均有竞赛，且校、省 (市)、全国、 

国际各类竞赛层次丰富。2000年以来，我校学员在 

国际数模竞赛、ACM程序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力学竞赛、机械创新设计竞赛以及信息 

安全竞赛等各种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其中国际级奖 

励 193项，国家级奖励 579项；在历届全国大学生 

“挑战杯”科技竞赛中，我校学员获得包括4个特等 

奖在内的40余项奖励 。通过这些竞赛活动，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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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培养了大批创新能力突出人才。 

二、学术科技竞赛在军校学员创新教育中的作用 

(一)提供培养优秀创新人才的平台和途径 

军队院校向来以从严治校为特色，强调整齐划 
一

， 注重集体活动，讲究正规有序。传统课堂学习倾 

向于基本知识的讲授，一般理论性较强，往往以统一 

的标准答案为评判标准。这些是培养学员的基本军人 

素质和养成，获取基本知识的必要途径。但上述过程 

缺乏生动性和趣味性 ，忽略了学员的个性差异，难以 

发展学员的兴趣爱好，讲求知识的掌握却不利于创造 

性思维的培养，难以满足新时期我军现代化建设对军 

校创造性教育的要求 。而学术科技竞赛则不同，以 

课本知识为基础，更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学科竞赛大 

多需要动手实践，学员能够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引导， 

自主学习，能够体会到运用知识的快乐，从而进入到 

学以致用 的良性循环。这种以实际问题 为牵引的方 

法，往往没有标准答案，有利于充分发掘学员的创新 

潜力，培养创新思维。而且我校提供了覆盖全面的各 

类学科竞赛，使得不同兴趣爱好的学员都能找到自由 

发挥的舞台，有利于优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二)有利于科研能力的培养 

以全国大学生数模竞赛和 “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为代表的学术科技竞赛的备赛参 

赛过程实际上就是小型的科研活动过程。这些过程包 

括：选题和问题背景梳理，相关知识学习和资料调 

研，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确定，建模或作品制作，实 

际问题的检验及模型、作品改进。学员通过这样的学 

术科技竞赛，体会和演练了科学研究的过程，有利于 

科研能力的培养，对于学员将来从事科研相关工作是 

大有益处的。 

(三)有利于军人素质和意志的培养 

创新能力不但要求有创造性思维，更要有勇于创 

新和探索、不畏失败、持之以恒的精神。这一点与军 

人的素质和意志训练是相辅相成的，在学科竞赛的过 

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训练。学科竞赛要取得好成绩， 
一 般要求要有远远超出课本的知识积累和灵活运用能 

力，解决实际问题往往会经历反复的失败 ，这就可以 

锻炼培养学员有明确的目标、坚强的毅力和持之以恒 

的精神。学科竞赛一般以团队参加，强调团队中的分 

工协作与配合 ，强调团队中的组织与协调 ，因而有利 

于培养学员的团结合作能力和精神。这也是军人素质 

的有力训练方式。我校学员在参加校级以上比赛时， 

充分对外展示了学员的军人素养，也是取得好成绩的 

重要因素。 

三、进一步完善学术科技竞赛的思考 

(一)积极发动学员，实现创新能力的广泛培养 

从多年的竞赛实际情况来看，参加竞赛并获奖的 

毕竟是少数学员。应该看到，创新能力与创新意识的 

培养不能只局限于参赛的学员。军队需要的人才更多 

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因而如何将 

创新意识的培养辐射到全体学员是一个重要议题。这 

就需要尽量调动广大学员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进行广 

泛的赛前培训指导，比赛中可以采用增加参观互动、 

展示等环节扩大影响，比赛后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及讲 

座等形式的经验传授。 

(二)结合课堂教学，克服应试教育弊端 

不可否认，现行的高校教育模式中还有相当大的 

应试教育成分，部分过于强调知识积累、强调标准答 

案的学科竞赛也演变成应试竞赛，这与创新能力培养 

是矛盾的。同时应试教育也影响到 “挑战杯”等科 

技作品竞赛，具体反应在部分作品简单重复，人云亦 

云，难以找到创新点 。这就需要学科竞赛与课堂教 

学相结合，改变学员的学习方式，变被动学习为主动 

学习；改变死记硬背的教学模式和重理论轻实践的教 

学安排；适当减轻应试负担，发挥课堂学习的创新 

性。同时应该淡化学术科技竞赛的功利色彩，避免 

“为创新而创新”，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应试。 

(三)充分利用科研资源。发挥教员的积极性 

学员的学术科技竞赛活动离不开教员的悉心指 

导，由于我校教员的科研任务和教学任务繁重，很难 

积极参与到学员的学科竞赛指导工作中。这就需要充 

分调动广大教员的积极性。注意到很多学科竞赛本身 

是科研实践性活动，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科研资 

源，将学员的学科竞赛与教员的科研任务适当结合起 

来，尽早让学员参与到科研实践中。一方面锻炼了学 

员的动手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辅助教员科研工作。 

同时要积极利用好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大学生创新 

实验基地等有利条件。 

四、结束语 

我校以 “理想信念坚定、军事素质优良、科技底 

蕴厚实、创新能力突出、身心素质过硬”为人才培养 

目标，学术科技竞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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