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让我们仰望星空 

 

——第 7 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总结 

蒋持平 

2009 年 8 月 24 日，在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故里——临黄河依嵩山、

我国东西与南北交通枢纽的河南省会郑州，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标性现代建

筑“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 2009 的开幕式上，在国家相

关科技部门与河南省政府领导、40 余位两院院士、知名大学校长以及 1800 余名

力学界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中，在中央电视台等各路记者的镁光灯下，第 7 届全

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团体与个人赛的优胜者高高举起了他们手中的奖杯和

奖状。至此，本届竞赛圆满落下了帷幕。受竞赛领导小组和竞赛组委会委托，我

谨代表竞赛组委会对本届竞赛作一总结。 

1.竞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百花园的报春花朵，首届大学生

力学竞赛于 1988 年举办，62 人参赛，以后竞赛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从 2006

年高教司发函，委托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础课教学指导分

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与周培源基金会共同举办这项竞赛后，无论是竞赛规模还

是水平和影响都上了一个新台阶。2007 年第 6 届竞赛有 29 省（市）、自治区

197 所高校的 9736 人报名参赛，并首次增加团队合作动手的团体赛，共 20 队

参加。 

第 7 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报名参赛选手首次突破万人大关，为

12089 人，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 214 所高校，代表了我

国高等理工科大学的最高水平。个人赛于 5 月 24 日在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同时

举行。29 个学校从个人赛中脱颖而出，组队参加团体赛角逐，8 月 20-22 日在

西北工业大学决出了团体冠军。 

根据竞赛章程，第 7 届竞赛由第 6 届冠军队西北工业大学协办，且协办单

位不参赛。西北工业大学坐落于古都西安，是我国唯一一所以同时发展航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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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航海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为特色的著名研究型的大学，力学教学享有盛誉，

拥有国家工科（力学）基础课程教学基地，国家级力学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精

品课程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本届竞赛由主管校长负责，教务处、力学与土木工

程学院、党政办公室等各级领导对竞赛高度重视，指派知名教授成立个人赛与团

体赛赛题设计小组，对团体赛的裁判工作、竞赛选手的接待与住宿、竞赛场地的

设施等各个环节，都作了精心安排，保证了团体赛规模的扩大与整个竞赛的圆满

成功。西北工业大学的经验有良好的示范作用，获本届组织工作优秀奖。 

各省（市）力学学会为组织竞赛付出了辛勤劳动，同获组织工作优秀奖的江

苏省力学学会与湖南省力学学会是突出的代表。通过江苏省力学学会的争取，自

1996 年第 3 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以来，江苏赛区都是由江苏省教育厅

（2004 年后由高教处）发文成立竞赛组委会，组委会主任由省教育厅主管厅长

担任，副主任由承办单位、协办单位主管领导担任，委员由各高校教务处主管处

长担任，采用由组委会主办、江苏省力学学会承办、江苏省某一高校协办的形式。

他们在各高校团结协作、优质资源共享、教练员培训、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加大

奖励力度等各方面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与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2.团体赛的内容和形式有很大的的改进与创新 

团体赛是竞赛的重头戏。与上届相比，本届团体赛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

的改进与创新。 

(1). 科学性更强 

本届团体赛分三轮，赛题设计科学新颖，难度层层递进。第一轮竞赛分三场。

第一场“单向运动开关”。要求选手用铁丝、绳、象皮筋、钉子、薄木板等简单

材料，制作一个单向运动装置。单向运动是生命活动、人类工程离不开的运动形

式。选手们展现了对科学问题的深刻理解、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训练有素的动手能

力，制作出各种小巧精致的单向自锁装置，让人耳目一新。第二场“载荷保险丝”

和第三场“预测极限载荷”，都是力学强度理论的应用，以普通的小纸条为材料，

虽简单却不失理论深度。强度理论同摩擦、载荷偏心、应力集中、材料性质的分

散度等诸种因素耦合，仍是工程科学的难题。 



 

 

第二轮“承重木塔”。要求选手们用 100 双长 20cm 左右的筷子，制作一

个不低于 40cm 的木塔，比谁的木塔承重大。虽然有过类似的竞赛题，但由于它

综合性强，能够全面考察选手的理论分析、设计想象与动手制作能力，也需要团

队合作默契，是符合第二轮竞赛的要求的好题。 

第三轮“机械跳动装置”。 要求利用所提供的工具和材料，现场设计制作

一个装置，可以沿着斜面一蹦一跳地向下运动。这是一道难度很大的赛题，不仅

要求选手熟习非线性振动理论，也要求他们精细的计算与动手制作能力，差之毫

厘就可能失之千里。将它作为最后闯关夺冠的决赛题当然非常合适。 

(2). 甄别度更高 

本届竞赛认真吸取了上届的经验，在提高赛题的甄别度方面下了功夫。第一

轮比赛安排了三场比赛，将偶然性尽可能降低。第二轮比赛是一道综合性很强的

题，甄别性也很强。第三轮比赛难度大，有助于冠军队脱颖而出。本届竞赛较好

地做到了公平合理，参赛队无论胜负，都心悦诚服。 

团体赛还采用了封闭竞赛的形式，指导教师不到现场指导，为选手们提供了

自由想象与创造的空间，更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水平。 

(3). 趣味性更浓 

本届团体赛赛题设计还考虑了趣味性因素。从海鸟进食的毛细棘轮到工程常

用的千斤顶，自然界与工程中的单向运动装置精彩纷呈，选手们设计的“单向运

动装置”也多种多样。“载荷保险丝”、“预测极限载荷”和“承重木塔”也具

有广泛的和使人兴趣盎然的工程背景，而“机械跳动装置”更涉及非线性与混沌

现象，在这个领域，还有大量意想不到的奇妙现象与挑战性的科学难题，等待着

科技工作者去研究探索。本届团体赛既紧张激烈，又妙处横生。 

趣味性的提升还得益于与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节目组的合作，具体参见

下一节。 

3.创出了高校、学会与媒体合作办竞赛的特色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

础课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与周培源基金会共同举办，核心刊物《力

学与实践》与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栏目组加盟，显示了如下方面的优势： 

(1). 服务于高校的人才培养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

础课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办，著名大学协办，由此汇集了一批在教学第一线并在

人才培养方面有见解和贡献、同时又在科研上有建树和影响高校教师，保证了竞

赛密切配合高校教学，为高校的人才培养服务。 

(2). 搭建年轻学生通向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桥梁 

中国力学学会共同举办让年轻的大学生有机会零距离接触当代力学大师、了

解科技和工程前沿研究。在北京赛区历届竞赛中，中国力学学会当届理事长郑哲

敏院士、王仁院士、庄逢甘院士、白以龙院士、崔尔杰院士、李家春院士都带队

看望参赛选手。力学界两院院士、知名大学校长在学会的学术大会上参加颁奖，

给青年学生以极大的鼓舞。竞赛既铺设了年轻学生通向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桥梁，

又为国家重大科研和工程研究的人材输送提供了通道。 

(3). 提供竞赛经验交流的园地 

全国核心刊物《力学与实践》为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开辟了专栏，作

为竞赛经验交流园地，同时还开辟了力学家、力学史话、工程中的力学、身边力

学趣话等相关栏目，受到了高校学生和广大力学教师的欢迎。竞赛为刊物提供了

生动活泼的稿源，同时所刊登的竞赛经验和成果又大量为高校基础力学教材、教

学参考书和教师的课堂教学所采用，成为教学创新的亮点。 

(4). 扩大竞赛的影响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与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栏目组建立了紧密合

作关系，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摄制组不仅以纪实风格全程拍摄了本届团体决

赛，还拍摄了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湖南大学在清华大学举行的赛前友

谊赛，制作了多集的电视节目，现正在《异想天开》栏目播放。 



 

 

合作使双方相得益彰。中央电视台的参与提高了竞赛的趣味性与观赏性、扩

大了竞赛的影响，并在促进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科学素质的提升方面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最后组委会谨向本届竞赛的各级领导、协办单位西北工业大学、中央电视台

《异想天开》摄制组、各分赛区组委会、各高校的领导和教师、关心和参加本届

竞赛的广大同学及《力学与实践》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我们也期

待着本届团体冠军、第 8 届协办单位清华大学在 2011 年办一届更精彩的竞赛。 

温家宝总理说过，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让我们继续努

力，将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越办越好，引领年轻一代仰望科学星空，让

21 世纪科学星空中的中华星座，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