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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驱动的新工科背景下跨学科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与实践
刘新华，刘晓帆，胡明明，华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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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新工科背景下，传统教育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本文以竞赛为驱动核心，深入探讨其

在新工科教育中的关键作用，提出并构建了“课程 +竞赛 +科研”三位一体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通过系统分析新

工科教育的特征与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本文设计了以竞赛为载体的跨学科融合机制，并结合工程设计竞赛、

智能制造挑战赛等具体案例，验证了该模式在提升学生创新、实践及团队协作能力方面的显著成效。研究结果表明，

竞赛驱动的培养模式能够有效突破学科壁垒，促进多学科深度融合，为高校教育质量提升、产业需求对接及技术创新

提供了新路径。针对竞赛资源分布不均、竞赛内容与产业需求脱节等问题，提出了优化建议，以进一步完善竞赛驱动

的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本文的研究不仅为新工科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高校培养适应未来复杂社会需求的

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提供了实践指导，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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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context of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s are unable to meet the 

urgent demand of society for interdisciplinary and composite talents. This article takes competition 

as the driving core, deeply explores its key role in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proposes and 

constructs a three in on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curriculum+competition+research".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article designs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competitions, and combines specific cases such as engineering design competition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hallenges to verify the significant effectiveness of this model in enhancing 

students' innovation, practice, and teamwork abilit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mpetition 

driven training model can effectively break through disciplinary barriers, promote deep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provide a new path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meeting 

industry demand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mpetition driven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competition resources and a disconnect between competition content and 

industry demand.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reform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talents who can adapt to the complex social needs of the future. It has strong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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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驱动的教育理念

在新工科教育改革中，以竞赛为驱动力的教学模式展现出强

大的实践潜力 [8]。学科竞赛通过问题驱动、任务导向的形式，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

跨学科领域，竞赛为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提供了协作的机会，促

使他们在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中学会沟通、资源整合以及高效团队

协作 [9]。这种教育理念为培养适应未来复杂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

才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竞赛驱动的教育价值

竞赛驱动的教育模式不仅能够弥补传统课堂教学的不足，还

能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工程实践场景，增强其职业竞争力。通过参

与竞赛，学生可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提升从问题分

析到解决方案设计的综合能力。例如，在机器人竞赛中，学生需

综合机械、电子、编程等多学科知识，设计、制造并调试功能完

备的机器人。这种跨学科的实践过程，不仅加深了学生对专业知

识的理解，还培养了其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

（二）竞赛驱动的教育机制

竞赛驱动的教育机制通过为学生提供高强度、真实感和挑战

性的工程任务，成为实现跨学科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 [10]。竞

赛的任务设计通常基于实际问题，需要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

协同解决，从而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竞赛驱动教育机制的

关键要素包括：1）任务导向与问题驱动：竞赛以实际工程问题

为核心，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2）跨学科团队

建设：竞赛要求学生组成跨学科团队，各成员结合自己的专业优

势，共同完成任务。通过协作，学生不仅掌握不同领域的基础知

识，还培养了沟通与协作能力，同时，竞赛的竞争性和时间限制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抗压能力和执行力。

引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传统工科教育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兴领域如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和智能制造

的快速崛起，对高校工科毕业生提出了更高要求 [1]。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需拥有跨学科整合能力、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能

力 [2]。然而，目前传统工科教育在学科设置、课程体系以及培养模式上，仍存在学科壁垒突出、实践环节薄弱和创新能力培养不足等问

题，导致学生难以胜任复杂、多变的实际工作场景 [3]。

在此背景下，“新工科”应运而生。新工科教育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目标，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为核心 [4]，通

过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满足新技术革命对工程教育的迫切需求 [5]。新工科不仅强调传统工科与新兴技术的深度融合，

还注重产学研协同育人，将实际工程问题引入教学环节，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然而，尽管新工科教育理念已得到广泛认

可，其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如何有效整合校内外资源、增强学生的跨学科实践能力等问题，仍是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

方向。

学科竞赛作为一种实践性强的教学模式，近年来在新工科教育改革中展现出强大的驱动作用 [6]。竞赛通过问题驱动、任务导向的形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跨学科领域，竞赛为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提供了协作的机会 [7]，

促使他们在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中学会沟通、资源整合以及高效团队协作。这种教育模式不仅能够弥补传统课堂教学的不足，还能为学生

提供真实的工程实践场景，增强其职业竞争力。

二、新工科背景与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

（一）新工科教育的特征与内涵

新工科是针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工程教育提出的

新要求而提出的教育理念 [11]。其核心目标是培养能够适应未来

复杂社会需求、具有创新精神和跨学科能力的高素质工程技术

人才。

新工科教育的关键特征包括：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传统工科

与新兴领域的深度融合，培养学生跨领域的综合解决问题能力；

产学研协同育人：通过与产业和科研机构合作，将实际需求融入

教学环节，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创新驱动：通过项

目制学习、竞赛驱动等方式，增强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中国教育部提出的“新工科”建设行动计划，如“复旦共识”“天

大行动”，为高校制定了新工科建设的路径，进一步推动了工程

教育改革的系统化和体系化。

（二）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理论框架

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源于复杂性科学和系统思维，其

核心是通过整合多学科知识、方法与工具，解决单一学科无法应

对的复杂问题 [12]。在工程教育领域，跨学科培养的目标是塑造

“T型人才”——既具备某一领域的专业深度，又拥有多学科协

同的广度 [13]。具体而言：知识整合能力：学生需掌握跨学科知识

图谱的构建方法，例如通过模块化课程实现知识迁移；系统化思

维：引导学生从全局视角分析问题；协作创新能力：通过团队项

目与竞赛任务，培养学生在多元背景下的沟通与协作能力，形成

“1+1>2”的创新效应。

（三）竞赛驱动与跨学科培养的耦合机制

竞赛驱动的教育模式与新工科 [14]目标具有天然契合性。根据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学习是通过社会互动与真实情境中的实践完

成的 [15]。竞赛作为情境化学习的载体，通过以下机制促进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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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培养：问题导向的任务设计：竞赛任务通常基于真实工程需

求，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推动知识从碎片化

向系统化整合；团队协作的实践平台：跨学科团队需在有限时间

内完成分工、决策与整合，例如在“互联网 +”大赛中，技术开

发、商业策划与用户调研的角色协同，模拟真实产业环境。

三、竞赛驱动的新工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

（一）培养模式框架设计

随着新工科教育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仅依

靠传统课堂教学难以满足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需求。为此，本文

提出了竞赛驱动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以“竞赛为载体、跨学

科融合为核心、能力培养为目标”为基本原则，构建了“课程 +

竞赛 +科研”三位一体的培养路径，以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实践水平。

首先，明确培养目标是模式设计的基础。知识维度方面，学

生需掌握机械、电子、计算机、材料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基础理

论；能力维度，需注重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的

提升，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为导向；素养维度，培养学生的科学

精神、职业道德及终身学习能力。基于此，培养路径围绕课程、

竞赛和科研展开：通过课程融合，优化教学内容，将跨学科知识

嵌入核心课程；以竞赛驱动，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与实践能力；

并通过科研结合，将竞赛成果延伸至科研项目，促进知识向技术

的高效转化。

（二）竞赛驱动的实施策略

在明确培养模式后，为确保其顺利实施，需要从校内外资源

整合、多层次竞赛体系搭建等方面构建完整的支持体系，以提供

稳定的实践平台与多样化的资源支持。

校内资源整合是模式实施的基础。首先，打破传统学科界

限，组建由多学科教师组成的指导团队，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技术

与知识支持。同时，建立专门的竞赛实验室，配备先进设备与仿

真环境，确保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巩固所学知识。

四、问题与优化建议

尽管竞赛驱动的新工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优化和改进。竞赛资源

分布不均，部分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因师资、资金和设施限

制，难以提供高水平的竞赛平台。为解决这一问题，可通过校际

协作和资源共享，建立区域性竞赛基地或合作实验室，同时加大

政府和企业投入，促进资源均衡发展。其次，竞赛内容与产业需

求脱节，部分竞赛任务缺乏实际应用价值。建议引入企业需求导

向，邀请行业专家参与任务设计，定期更新竞赛主题，使其更贴

近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此外，学生参与竞赛的积极性有待提

升，部分学生缺乏兴趣或动力。可将竞赛与课程学习结合，探索

“课程 +竞赛”模式，并设置学分激励机制，增强学生参与意愿。

最后，跨学科团队协作中的沟通与管理问题需要关注。应加强团

队合作能力培训，使用项目管理工具确保高效运作。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竞赛驱动模式为核心，探讨了新工科背景下跨学科

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实施路径及实践成效。研究表明，竞赛驱

动模式通过“课程 +竞赛 +科研”三位一体的培养方式，能够有

效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多学科知识融合，显著提升学生的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通过智能机器人设计大赛、人工

智能创新挑战赛等典型案例分析，验证了该模式在跨学科人才培

养中的实际效果，部分竞赛成果已转化为实际应用，产生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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