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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科技竞赛已经成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研究生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具有极大促进作用。航空宇航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学科，为创

造力与想象力发挥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非常适合开展研究生科技竞赛活动。本文分析总结

了航空宇航学科竞赛基本特点和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支撑性。结合多次指导研究生参加航

空宇航科技竞赛的实战经验，对科技竞赛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深入思考，

立足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根本目标，提出了科技竞赛的实施措施与建议。

关键词：科技竞赛；航空宇航；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０７－０４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１，ＨＵＡＮＧＱｉｊｕｎ２，ＧＥＮＧＨｕｉ２，ＣＨＥＮＹｏｎｇ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７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ｅｎｇａｇｅ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Ａｓ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ｃｒｏｓ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ｗｉｄ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ｖｅｒｙ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ｉｔ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ｓｄｅｅｐ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ｇｕｉｄｉｎｇ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ｙｔｉｍｅ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ｕｒｓｕｅ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ａｌ
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总第２０１期）

一、引言

研究生是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后备力量，其

创新能力培养直接影响着国家科技发展质量与速

度，意义重大［１－２］。经过本科阶段的学习与训练，

研究生在专业知识与技能储备上已经打下较为系

统全面的基础。然而，研究生阶段更加注重主动

学习与钻研，更加注重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与

技能，创造性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３－５］，这些能力即为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研

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需要为其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并构建相关平台，

使其新颖的想法与活跃的思维有机会得到充分释

放与验证［６］。

目前，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主要是通过参与导

师的课题项目得到培养与锻炼，导师的指导方式

与技巧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影响显著。随着科

技竞赛活动的日趋繁荣，其正成为研究生创新能

力培养的重要补充手段。科技竞赛是一种对创新

开拓能力、学以致用能力、试验动手能力等进行

综合考验的科技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趣味性、实践性和探索性，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

养的重要举措［７－９］。

航空宇航学科面向国际学术前沿与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结合紧密，多学

科交叉融合特色鲜明，旨在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

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为解决航空航天领域的重大

基础理论和工程应用难题提供人才支撑［１０－１１］。结

合多次指导研究生参加科技竞赛的实战经验，本

文对科技竞赛在航空宇航学科研究生创新能力培

养中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深入思考，对科技竞赛的

组织与实施策略进行了经验总结，对竞赛过程中

仍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给出了改进建议。

　　二、航空宇航学科竞赛对研究生

能力培养情况分析

（一）航空宇航学科科技竞赛特点

为了进一步丰富与拓展航空宇航学科人才培

养体系，近年来，通过各种渠道设置了相关学科

竞赛活动，助力学科人才培养与储备。目前，航

空宇航学科的主要竞赛活动如表１所示。

表１　航空宇航学科主要科技竞赛活动

序号 名称 主办单位 大赛主题

１ 国际空间轨道设计

大赛
欧洲航天局 （ＥＳＡ） 旨在促进深空探测科学与技术发展，探索新

型轨道设计理念与方法。

２ 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

器创新大赛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科

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国际宇航联合会、中国

航天基金会、中国宇航学会、中国航空学会

主办

以 “创新改变未来”为理念，围绕飞行器技

术创新，着力增强广大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

综合实践能力，培养、发掘高素质拔尖创新

人才。

３ 国际大学生航天器创

新设计大赛

中国宇航学会、中俄工科大学联盟 （阿斯

图）、哈尔滨工业大学及莫斯科鲍曼国立技

术大学拟联合主办

围绕科技最新进展和未来航天领域发展趋势，

针对航天器相关领域进行创新，特别鼓励参

赛者大胆设想可能对未来航天技术发展产生

影响的创新性理念。

４
“翱翔杯”全国立方

星及应用创新设计

大赛

“一带一路”航天创新联盟主办，国际宇航

联合会、中国宇航学会联合举办

通过对国内外立方星发展状况的了解，提出

创新性的立方星设计与应用方案，并针对相

关方案开展设计，要求具有新颖性与创新点。

５ “航天科工杯”大学

生科技竞赛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前沿理论或创新技术在航天领域中的应用。

６ “航天创意杯”新概

念飞行器创新大赛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发展中心

围绕将１－３名航天员可靠、安全送往火星并
安全返回的任务，对未来载人航天运载器和

飞行器开展创意设计。

７ 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

大奖赛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

青团中央共同指导，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中国航空学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联合主办

以 “创新 ＋科普”为主题，旨在促进科技创
新、普及航空知识、培育航空创新文化、提

高国民航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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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仅列举了航空宇航学科七项典型赛事，
从中可以看出，这些科技竞赛的主办单位一般为

国内外航空航天机构或院校，主题偏重于概念创

新、理论创新、方案创新。其中，国际空间轨道

设计大赛主要关注轨道设计理论与方法，专业性、

目标性更强。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创新大赛是

“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之一，重在创新

人才培养。国际大学生航天器创新设计大赛与

“翱翔杯”全国立方星及应用创新设计大赛通过鼓

励研究生开展航天器创新方案设计，激发创新思

维、培养创新人才。“航天科工杯”大学生科技竞

赛与 “航天创意杯”新概念飞行器创新大赛均由

航天工业部门发起与承办，旨在通过竞赛的形式，

汇聚创新想法，发掘航天人才。国际无人飞行器

创新大奖赛聚焦航空领域，具有较强的竞技性、

趣味性与观赏性。总体来看，航空宇航科技竞赛

聚焦航空与航天领域，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竞

赛主题更为开放，更加鼓励研究生大胆构思、自

由探索，提出面向未来的颠覆性方案或设想，为

研究生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二）科技竞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支

撑性

通过在航空宇航领域设置科技竞赛，对于研

究生立足前沿、勇于探索、协作创新等能力培养

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１培养研究生立足前沿发现问题的能力
航空宇航领域的科技竞赛主题一般比较开放，

鼓励研究生开放思路自由探索。研究生在科技竞

赛筹备阶段，通过广泛调研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

现状，把握前沿研究进展，寻找并发现具有研究

价值的问题，验证想法的前瞻性、创新性与可行

性，并进一步明确实现想法的研究方案与途径，

找到解决问题的初步思路。从表１可以看出，科技
竞赛一般采用开放式命题方式，鼓励研究生针对

航空航天前沿理论与工程技术，发现并提出新问

题、新想法、新思路，从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思

维与创新能力。

２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科技竞赛是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广阔平台，是检验研究生将知识输入转

化为能力输出的有效途径。研究生在选定竞赛课

题后，需要综合运用各种知识与技能，集智攻关，

不断突破技术难题，尽全力以最高水平完成竞赛

课题，才有可能在竞赛中取得更好成绩。研究生

在参加国际航天器创新设计大赛时，围绕新概念

航天器系统技术或创新应用，需综合运用所学的

航天器总体设计、轨道动力学、导航制导与控制

等专业知识，将前期理论知识的学习与积累，转

化为解决理论或工程问题过程中的创新成果产出，

从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３培养研究生团队协作合力攻关的合作意识
科技竞赛是培养研究生团队协作合力攻关的

重要措施，需要研究生合理组建竞赛团队，明确

成员分工，相互协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研

究生在组建团队后，围绕竞赛课题定期开展研讨，

遇到困难时相互鼓励，取得进展或成绩时共同分

享喜悦，在团队协作攻关过程中不断培养合作精

神、建立合作意识。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课题涉

及的学科交叉性强、知识体系复杂，相比于其他

学科更加强调团队协作、聚智创新。研究生在竞

赛筹备阶段，需根据课题任务特点，合理配置团

队专业特长及任务分工，不断加强团队合作意识

培养，从而保证高水平完成竞赛活动。

４开拓思维与视野，通过竞赛加强与国内外
同行专家的交流与学习

科技竞赛面向世界范围内的高校及研究机构，

是研究生加强与国内外同行专家交流与学习的重

要平台，对于开拓研究生的思维与视野，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科技竞赛决赛现场气氛热烈、朝

气蓬勃，每个团队均拿出了看家本领，亮出了撒

手锏装备，研究生置身其中，思维不自觉变得活

跃起来，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国际空间轨道设

计大赛是世界航天领域的高水平、专业性竞赛，

代表了轨道设计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号称航天

界的 “奥林匹克”。通过参加竞赛，研究生能够与

世界各国的同行专家同台竞技、相互交流与学习，

明确自身优势与不足，在创新思维与能力训练的

同时，极大地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５获得成就感，增强从事课题研究的兴趣与
动力

通过参加科技竞赛，有助于促进研究生找到

开展研究工作的感觉，引导其快速进入研究状态；

有助于将研究生被动接受导师交予课题，转变为

主动在导师课题大方向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课题，其主观能动性与主动创造力将得到最大程

度的发挥与释放。研究生在未来飞行器创新大赛

与国际大学生航天器创新设计大赛中取得的成绩

分别得到教育部与中国宇航学会的认可，对于研

究生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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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科技竞赛促进研究生创新能

力培养的思考与建议

　　科技竞赛活动是培养研究生自主创新能力的
重要举措，全程由研究生主导与参与，对于提升

研究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具有极大促进作

用。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竞赛在研究生创新能力

培养中的促进作用，需正确处理好科技竞赛与课

题成果、学生自主与老师引导、兴趣驱动与竞赛

荣誉、竞赛活动与成果转化等关系。

１正确处理科技竞赛与课题成果之间的关系，
以科技竞赛促进课题研究，依托课题积累快速寻

找竞赛项目切入点。研究生参加科技竞赛所选取

的课题，一般仍主要源于指导老师所从事的研究

方向。指导老师长期深耕于该研究方向，对前沿

及热点均比较熟悉，有助于指导研究生快速确定

选题，找到竞赛项目切入点。科技竞赛与课题之

间的这种关系，往往导致其对课题成果形成一定

的依赖性。为了避免科技竞赛过度依赖课题成果，

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与锻炼，需正确处理好

科技竞赛与课题成果之间的关系。指导老师在带

领研究生参加科技竞赛时，应始终围绕研究生创

新能力培养的根本目标，组织与实施竞赛活动，

以科技竞赛促进课题研究。

２正确处理学生自主与老师引导之间的关系，
以学生为中心开展竞赛活动，指导老师适当引导

有限参与。在开展科技竞赛活动时，应始终坚持

以学生为中心，关键在于发挥研究生的主观能动

性。通过合理分工，发挥团队成员专长，提升合

作效率。航空航天工程领域，一般可设置任务总

体与分系统设计等岗位。其中，任务总体主要负

责总体方案设计、任务组织与实施等总体性工作，

属于项目总师的角色，由团队组长担任。指导老

师在关键问题与关键节点上，采用适当引导、有

限干预的指导策略，对研究生竞赛活动加以适当

引导，确保所选取的课题不偏离竞赛主题，评估

选题及方案的可行性与实施难度，督促研究生按

任务计划推进课题研究进展。

３正确处理兴趣驱动与竞赛荣誉之间的关系，
注重竞赛过程中创新能力培养，以平常心对待竞

赛成绩。科技竞赛本质上仍属于研究生课题研究

之外的课余活动，是否参与科技竞赛，完全遵循

自愿原则，由研究生自身兴趣驱动。强烈的兴趣

是研究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内在动力，是研究生

参加科技竞赛的重要保障。科技竞赛设置的各种

层级的奖励与荣誉，是激发研究生兴趣的有力措

施。正确处理兴趣驱动与竞赛荣誉之间的关系，

通过竞赛荣誉的激励作用，有助于激发并保持住

研究生参与竞赛活动的热情与积极性，更好地发

挥出研究生的创造力，促进其创新能力的培养与

训练。同时，引导研究生以平常心对待竞赛成绩，

全心投入、认真筹备，创新能力训练的过程比竞

赛结果更重要。

４正确处理竞赛活动与成果转化之间的关系，
形成以成果产出为导向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

式。科技竞赛的获奖作品往往兼具想法的新颖性

与作品的成熟度，从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团队深厚

的技术积累与实力。科技竞赛作为研究生创新能

力训练的重要辅助手段，同样应坚持技术的传承

与积累，尽量避免频繁更换研究方向。建议高校

或研究机构可建立一定的竞赛孵化机制，定期对

研究生进行培训与指导。总结形成自身的优势方

向与特色，并在该方向上进行持续支持。通过技

术积累与传承，提高科技竞赛向论文、专利等技

术成果的转化，形成以科技竞赛为载体、以成果

产出为导向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四、结语

航空宇航专业的人才培养是学科长久持续发

展的重要基石，科技竞赛已经成为研究生创新能

力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研究生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具有极大促进作用。必须正

确处理科技竞赛与课题成果、学生自主与老师引

导、兴趣驱动与竞赛荣誉、竞赛活动与成果转化

等关系，以研究生为中心，以成果产出为导向，

注重创新能力培养与训练，才能更好发挥出科技

竞赛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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