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纪要 

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委托，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础

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和周培源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周

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于 2007 年 8 月 20 日圆满结束。全国共 29 个省（市）、

自治区 197 所高校 9736 人报名参赛。竞赛分个人赛和团体赛。个人赛采用闭卷

竞赛，2007 年 5 月 20 日在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同时举行，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

李家春院士、副理事长程耿东院士、郑晓静教授、戴世强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

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洪嘉振教授，周培源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周如苹教授分别到所在赛区看望了参赛考生。个人赛首先由各赛区竞赛组织委

员会组织阅卷，评出各赛区一、二、三等奖，然后将优秀试卷按比例提交全国竞

赛组织委员会核查和评定，共评选出全国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30

名，优胜秀奖 487 名。团体赛为团队合作动手制作与动手操作的竞赛，共 20

个队，每队 3～5 人，其中 3 人为出场参赛选手。团体赛选手从个人赛优胜者中

选拔，以学校为单位单独或联合组队。团体赛于 2007 年 8 月 17～19 日在北京

工业大学举行，武际可教授、范钦珊教授、隋永康教授和高云峰副教授任评委。

经过三轮淘汰竞赛和一轮复活赛，共决出一等奖（冠军）1 队，二等奖 3 队，三

等奖 6 队，优秀奖 10 队，在庆祝中国力学学会成立 50 周年大会暨中国力学学

会学术大会’2007 的开幕式上颁奖。 

在 3 天的团体竞赛过程中，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节目组一行 6 人进行了全

程跟踪拍摄，节目完成后期制作后将会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本届竞赛由清华大学大学命题，根据竞赛章程，清华大学没有参加本届竞赛。

同时根据竞赛章程，将由团体冠军队所在学校“西北工业大学”承办 2009 年第

七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对于这项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发展，本届竞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 竞赛层级提高为教育部高教司委托举办的大学生科技竞赛。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于 1986年由北京大学武际可教授提议开始酝酿，

1988 年由中国力学学会委托《力学与实践》编辑部组成竞赛组织委员会，成功

举办了第一届，当时称为“全国青年力学竞赛”，以后四年一届，并于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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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届起改名“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从第一届全国 62 人，12 单位参

赛，到 2004 年第五届，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164 所高校 7617 人报名

参赛，已经发展成为在我国高等院校有重要影响的科技竞赛活动。为了推动竞赛

的进一步发展，竞赛组委会向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申请，高教司 2006 年 6 月 21

日发专函“教高司函[2006]140 号”批复，决定委托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

导委员会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和周培源基金会共同举

办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该函同时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

委）。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层级提高为我国高等教育最高层级的大学生科

技竞赛活动，已经并将继续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竞赛内容和形式进行了重大改革与创新 

根据高教司的精神，并征求各高校师生意见，组委会经过多次讨论，制定了

竞赛内容和形式全面改革的方案。竞赛分为个人赛与团体赛。个人赛仍采用笔试，

内容限制在中学时课程的范围之内，强调基础与灵活应用。賽题不再是理论力学

和材料力学分科的考题，而是综合性的生活、工程与研究中贴近“原生态”的问

题，突出它的科技竞赛活动的属性。团体赛为团队合作的动手制作与操作竞赛，

以促进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合作创新能力培养，同时也为提高大学生人文和

科技素质，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作贡献。团体赛队伍从个人赛优胜者中选拔，以彰

显基础与创新的相辅相成。清华大学高云峰老师等承担了这一具有挑战性和开创

性的工作。为了让高校广大师生及时了解这一竞赛内容与形式的改革，组委会将

样题发布给各赛区，同时也在《力学与实践》杂志与力学学会网站上刊登。这一

改革受到了高校广大师生的欢迎与好评。 

 (3).《力学与实践》开辟“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子栏目 

《力学与实践》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力学杂志，该刊“教育研究”、“力学

纵横”（含“小问题”子栏目）是服务于力学教学与力学知识普及的栏目，拥有

以高校力学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广大读者群。从本届竞赛开始，《力学与实践》

“力学纵横”栏再专辟“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子栏目，为交流竞赛经验、

切磋竞赛内容提供了一块“全天候”的园地。 



 (4). 竞赛改为两年一届，并在“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开幕式上颁奖 

前五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四年一届，时间间隔太长，难以做到各届

学生都能参赛。高校教师强烈建议缩短竞赛时间间隔。为此，经过中国力学学会

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从 2007 年开始，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两年一届，

并在“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大会开幕式上颁奖。这一举措获得了高校师生的

欢迎，竞赛与“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结合，对倡导大学生从本科阶段就开始

接触高水平乃至前沿科学与工程研究，接受高水平的导师指导，具有重要促进作

用。 

(5). 修订了竞赛章程，确定了竞赛徽标 

为配合竞赛内容和形式的改革，本届竞赛全面修订了竞赛章程，并征集和确

定了竞赛徽标。徽标在代表地球的球体背景下，以“力”与飞翔的大鹏形象相结

合构成主题，以体现当代大学生在力学和与力学相关的科学领域“九万里风鹏正

举”的英姿。徽标旋转 180。又是英文“Education(教育)”的字头，进一步体现

本项竞赛“培养人才，服务教育”的宗旨和放眼全球科技的视野。 

第六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圆满结束后，组委会进行了认真的总结，

为竞赛的未来发展，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1) 如何配合教育部实施“质量工

程”，与当前高校国家、省（市）、学校三级力学基础课程教学基地，力学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精品力学课程建设有机结合，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人才培养做出

更大贡献的问题；(2) 如何进一步加强从当代科技前沿、国家重大建设和常规工

程、日常生活细微之处去提炼赛题，从它的内涵上去体现它的深度与广度、体现

它的启发性、思考性与趣味性等的问题；(3) 如何办好《力学与实践》与竞赛”

相关栏目问题；(4) 如何合适地引入市场运作，争取赞助单位，将竞赛做好，规

模做大的问题。 

最后，组委会谨向支持和关心本届竞赛的各级领导、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

摄制组、各分赛区组委会、命题学校清华大学、团体决赛协办学校北京工业大学、

《力学与实践》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他们为本届竞赛的成功

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