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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科技竞赛是培养和发展学员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围绕军校科技竞赛的组织管理
模式，分析了军校科技竞赛组织管理的现状和问题，结合某军校组织学员参加科技竞赛的情况，

提出了构建三级科技竞赛管理体系，并借鉴ＤＡＰＲＡ的成功经验，为创新科技竞赛组织管理模式
提供了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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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不
竭的动力。在人类科技的发展进程中，军事科技

创新总是引领了科技潮流的发展。目前，我军正

处于不完全的机械化军队向信息化军队跨越式发

展阶段，既要充分发展实现机械化，更要发展实

现信息化。这一阶段，我军的发展面临很多困

难。要想解决这些困难，只能靠科技创新。科技

创新素质的培养要从源头抓起，也就是从最基础

的院校教育抓起。时至今日，科技竞赛在发展学

员创新思维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各类高校的重

视。军校中科技竞赛的作用就更加突出，甚至有

可能在科技竞赛中取得科技领域的突破性研发进

展并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科技竞赛作为培养学

员科技创新素质的重要环节，可以激发学员的创

造热情，锻炼他们的创造能力，培育他们的创新

精神［１］。本文结合某军校组织学员参加科技竞赛

实践的情况，围绕科技竞赛组织管理模式，就如

何有效通过科技竞赛促进学员创新思维的发展进

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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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及问题

科技竞赛是大学生重要的创新实践活动之一，

某军校为积极发展学员的创新思维，非常鼓励学

员参加各类型的科技竞赛。目前，该校组织参与

的科技竞赛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国际级、洲

际级的竞赛。例如，ＡＣＭ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
赛总决赛、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际大学

生超算竞赛。此类竞赛一般由国际相关领域的学

会或机构主办，有国际著名的企业资助，参与的

国家和地区多，具有较大的全球影响力。第二类

就是国内的各类科技竞赛，又可以简单地分为两

类。一类是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和军队、省级机构

组织的科技竞赛，另一类是各领域专业委员会和

企业联合组织的竞赛。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该校

在各类竞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国际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中，先后两次夺得特等奖，一、二

等奖数十项，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先

后获得一等奖、二等奖近百项等。

然而，在奖项丰硕的背后，却存在着隐忧。

一是竞赛种类繁多，以该校为例，组织学员参与

的国内各类科技竞赛，例如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全国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等，就有４０余项。虽然
学员可选择的竞赛类别丰富，但是繁杂的竞赛种

类使学员不能轻易的选择合适的竞赛种类。二是

竞赛管理机构设置重叠，以该校为例，训练部和

科研部都有负责组织管理学员科技竞赛的机构，

不少学员和指导老师分不清竞赛的组织者，甚至

因将参赛方案提交给了不对应的组织者而耽误了

参赛。三是一些军校参加科技竞赛为了取得较好

的成绩，并不通过校内竞赛选拨，而是从大一就

开始专门培训竞赛型选手，经过长时间高强度的

训练，往往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从而能够提高

学校知名度和行业地位，却使科技竞赛丧失了发

展学员创新思维的根本价值，也使具有一定潜力

的学员变成了 “竞赛机器”。

二、思考与建议

本文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科技竞赛管理中

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几点思考。

（一）完善科技竞赛项目体系

科技竞赛项目体系是以校级竞赛为基石的有

机整体［２］。与地方大学类似，军校的科技竞赛项

目体系，一般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级竞赛；

二是国家级竞赛的省内选拔赛；三是与各类国家

级、省级竞赛对应的校级选拔赛。区别在于，军

校的科技竞赛中有一类是由军队有关机构组织的

全军性竞赛，一般不区分层次，直接由某一军事

院校举办，全军不同院校参加。军校科技竞赛管

理者应该认识到，学员是科技竞赛的主体，广大

学员的积极参与是组织科技竞赛的外在目标，而

内在目标是全面提升学员的能力素质，发展学员

的创新思维。不能将科技竞赛作为衡量的指标，

甚至是评判水平高低的标尺。

与地方高校相比，军校参与科技竞赛，发展

学员创新思维方面，存在先天的缺陷。一般情况

下，由于军校学员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使用互

联网受限、与地方高校交流不便，接触了解最新

的创新热点较晚。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军校组

织科技竞赛不能盲目一味追求项目种类多，一要

根据军校学科特点，组织相关的校级竞赛，并以

此为基础，引导学员参加合适的科技竞赛，促进

学员全面素质发展；二要合理分配竞赛资源，利

用有限的资源帮助学员同一类别不同层次的科技

竞赛，不断提高学员的创新思维水平。

（二）构建科技竞赛三级管理体系

为了促进科技竞赛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有

利于发展学员的创新思维，为参赛学员和指导老

师提供一个良好的保障和支撑平台，需要统一科

技竞赛管理机构，构建一个规范的、融通校、院

（系）竞赛委员会、竞赛团队的三级科技竞赛管理

体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三级科技竞赛管理体系

不同类型的科技竞赛，由一个全校统一的管

理机构负责管理，各学院竞赛委员会负责管理各

参赛队。这样能够统筹组织竞赛，方便学员参加

竞赛，也有利于资源分配。

（三）健全科技竞赛管理制度

在 “三级科技竞赛管理体系”框架下，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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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军校科技竞赛管理的规范化、系统化、日常

化，激发师生参与科技竞赛的热情，学校应对竞

赛类别、组织参赛、工作量计算、奖金评奖等方

面制定相应的细则，并发布具有针对性、指导性

的管理性文件，规范科技竞赛的级别认定、奖励

方法等。同时，为了营造踊跃的参赛氛围，活跃

竞赛气氛，可以给予参赛团队一定的生活性补助。

对获奖学员和教员，采取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结

合的方式，还可作为学员评优评先和教员晋级晋

职的条件，以及开展 “创新新星”评选活动，鼓

励师生自主创新。

军校要投入专项经费，建立一定数量的高水

平实验室，努力赶上地方著名高校的水平。事实

上，随着经费的大量投入，部分军校的实验室条

件已经达到了较好的水平，但是却没有形成良好

的共享使用制度，没有向广大师生开放。要实行

实验室开放制度，按照免费机时和预约管理的方

法向师生开放。针对科技竞赛的需求，开设创新

实验室，组织有兴趣的学员，形成团队常年开放。

引进和培养一批优秀的实验师，指导科技竞赛团

队合理地使用仪器设备。

（四）创新科技竞赛组织模式

军校在探索新的高效的科技竞赛组织管理模

式上，ＤＡＰＲＡ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和吸收。
ＤＡＰＲＡ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简称，被誉
为美国最伟大的科技创新工场［３］。互联网、ＧＰＳ
就诞生于那里。ＤＡＰＲＡ把军事人员、科学家集合
在一起，在极具前瞻性的科技领域，寻求创新研

发突破。人们将 ＤＡＰＲＡ的 ５个本质优点提炼为：
大胆、创新、灵敏、务实和迅速。怀进鹏院士认

为，把其中的 “创新”改为 “简约”，再加上 “坚

韧”，这新 ６点就是创新的要素。ＫＩＳＳ（Ｋｅｅｐｉｔ
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ｓｔｕｐｉｄ）法则是成功的关键之一。该校
“天拓一号”卫星通信天线的实践就是这６点创先
要素的完美体现。

军校在科技竞赛组织管理模式上，要保证机

制的简约、灵活，在例如机器人大赛等科技竞赛

上的组织机制上，应该大胆借鉴 ＤＡＰＲＡ模式，去
引导、促进长远的技术研发，大胆去支持有潜力

的竞赛研发团队；竞赛管理机构需要大胆去挑选

高难度的竞赛项目，同时也需要敏锐而务实地遴

选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务实地挑选可获得资助的

务实的竞赛团队；整个管理机构必须简约、灵活，

抛弃官僚主义和臃肿的组织架构，对资助团队的

引导、敦促、支持必须敏捷，双方间的反馈要迅

速，改变竞赛团队只知 “埋头苦干”，不知 “抬头

问路”的形象，最好能够在长远项目上有所坚持。

该校与长城信息产业集团合作设立 “长城信

息杯”学员科技创新竞赛，在竞赛组织管理上，

正是构建了 “三级管理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由于此竞赛题目可以命题，也可以自选，所

以可以作为创新科技竞赛组织管理模式的试验田。

命题的题目应来源于军事或者市场需求。命题类

的竞赛团队，组织管理模式上可以大胆考虑引入

“竞争”机制，利用 “竞争”分配资源去引导、管

理团队进行科技竞赛创新———把资金合理地投向

最有潜力的竞赛团队，如图２所示。

图２　创新型科技竞赛组织管理模式图：
竞赛团队１和竞赛团队３被选为参赛团队

可以借鉴小微企业运作的模式，竞赛团队要

高效、灵活、务实地进行创新研发，尽可能地释

放出团队人员的创新能量。这样的竞赛创新成果

也往往能够满足需求，并具有较强的产业转化的

潜力。自选的题目要符合 “解决某一领域的具体

问题”的要求，组织管理模式按照上述模式运作

的基础上，可以更加灵活。但是，管理机构和竞

赛团队双方间的反馈要迅速。

三、结　语

在大数据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等名词不断

冲击我们的大脑，时刻提醒我们世界正处于巨大

的变革进程中。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强军梦、强国梦，军校肩负着培养创新性军

事科技人才的使命。因此，军校应更加重视科技

竞赛的作用，在组织管理模式上摒弃传统思维，要

（下转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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