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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20 日早晨，笔者在东南大学焦廷标馆对

清华大学的参赛队员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也许是初来乍到，也许是环境陌生，清

华大学代表队的三位同学感到有些紧张。在

笔者的印象中，清华大学作为中国高校的王

牌，一直以一种傲视群雄的姿态出现，可是

这三位略带青涩的大三男生身上丝毫没有这

种所谓霸气，显露出来的则是如水一般的淡

定从容。 

问及是否曾来过南京，一位同学微笑着

摇头否认，一位说来过几次，觉得南京一直

在发展，并建设得越来越好。他们之前未曾

到过东南大学，听说东南大学有七个校区，

他们坦言，感觉特别大，而清华大学只有一

个校区，远没有七个听起来霸气。这样轻松

有趣的对话使采访的氛围也变得温馨起来。 

当被问到参加这个结构设计竞赛的原因

和准备过程时，其中一位同学告诉记者，在

学校贴出有关举行结构设计竞赛的通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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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 

10 月 20 日，同济大学参赛队员应邀与笔者进

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队员们对本次比赛中东南大学的接待工作十分

赞赏，特别是对“一对一”志愿者服务给予了高度的

评价。谈及赛题，一方面他们认为本次比赛运用了新

材料，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而另一方面，他们提到，

本次比赛与美国等国家举办的大赛相比，缺少些许灵

活性。不过他们对于主办方东南大学对比赛信息及时

详细的反馈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表示十分满意。 

同济大学代表队说，参加比赛很辛苦，而本次大

赛的时间安排又有些紧促，中午仅有一小时的空闲时

间。同时他们也提出，希望在大赛中有更多学习交流

的机会，并建议大赛组委会酌情安排赛后的学习讨论

会议，以便各个参赛队进行开放自由的学术交流。 

同济大学在土木工程方面素有“北清华 南同济”

的美称，其土木专业排名居国内大学前列。同济大学

代表队的三位队员表示，学校十分鼓励学生参加各类

大赛，在这方面基本上是全民动员，参与度非常高。

而其中一位队员更是多次参加过国内外高校结构设

计大赛，经验丰富，实力不凡。 

同济大学的参赛队员对本次比赛信心十足，还将

自己的队伍命名为“藏锋”，展现了他们对自己在比

赛中一展锋芒的期待。他们将参赛作品命名为“虚心 

劲节”，诠释了他们对赛题的理解。他们表示，在本

次比赛中，他们更看重交流与学习，希望能在此次比

赛中不断充实自己。 

（方根深 院伟） 

——访同济大学“藏锋”之队 

吉林大学 
10 月 20 日，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隆重开幕。开幕式后进行了参赛队的抽签和工具、

材料的检查等工作。在此之后，特刊记者对来自白

山黑水的吉林大学代表队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接受采访的是领队暴老师和队长满腾同学。暴

老师描述了他对东南大学的第一印象，他说，东南

大学校园美观大方。当被问及吉林大学的规模时，

暴老师不失幽默地回答：“长春市坐落在吉林大学

中。”原本略显紧张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 

据暴老师说，吉林大学从五月份接到比赛通知

就开始准备。虽然最初并不知道赛题，但是他们进

行了赛题模拟，可以说是为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

暴老师高度肯定了这次比赛的主题，认为其不论是

在科研领域还是工程实践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和广阔的研发空间。同时他也对抗震减灾，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了高度赞扬。随后暴老师指

出，土木工程这一古老学科在新时代背景下更需要

不断创新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而本次 

 

竞赛以竹子为材料，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举措就是

结构设计竞赛以及同类竞赛的一次突破，他期待着在

比赛中能够看到更多更好更富有新意的想法。 

刚刚从模型制作现场回来的满腾队长表示，比赛

所发放的工具和材料质量都比较好，但是相邻队伍制

作台之间的距离不是很均匀，不过这并不影响比赛的

进行。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无论是领队老师还是参赛选

手都对东南大学志愿者热情周到的服务表示了赞扬和

感谢，对住宿、饮食、交通条件等都很满意。作为本

次 

届大赛承办方东南大学的一员，能够听到参赛者这样

的评价，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很欣慰。我们也将更加

一丝不苟地工作，让本次大赛能够圆满落幕，使其成

为每一位参与者的一段美好回忆。 

（于鹏 张楚楚） 

 

20 日下午六点，在大学生活动中心采访到了来自

长安大学的领队老师和同学们。谈话中，笔者感受到

了他们对东大的欣赏、师生之间及同学之间的深厚情

谊，以及对比赛的期待与从容。 

他们从西安到南京后，马上感受到了这座古城的

历史底蕴。“对学校印象很深刻。东大的学风、校风

确实名不虚传！” 领队老师与笔者一见面，便如此感

慨。同时老师也对志愿者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志

愿者组织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啊，一来到东南大学就是

全程服务！这样的接待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领

队老师说，长安大学也有科协，希望借此机会与东大

土木科协互相交流 。 

一路走来，团队之间的紧密合作是成功的前提。

在采访中，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话语中都渗透着这

种团结的力量。“之前虽然都认识，但不大接触。通

过组建这支队伍及两个月的相处，大家互相熟悉了。

这段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也是人生的一大财富。”学

长话语虽然简单，但能从中体会到他对这份情谊的看

重。“平时实验开始加载还挺顺利，到后来慢慢的达

到一定状态之后，再加载，会重复失败好几次。这时

候大家也会吵吵嘴。但都是为了比赛，大家也都相互

理解。”这是三位同学共同的心声。“学生们比较辛苦：

有时候模型做坏了，就得加班加点；有时候我们要 

长安大学 

求学生两三天做完一个模型；有时如果有些地方一

下子加载不好，这个模型就废了，很长时间的工夫

就白费了，又得重新做。”“老师平易近人，很容易

接触，人真的特别好。老师虽然很忙，但一有空他

就会来看我们的模型，给我们一定的指导。”三个学

生，一个老师，四个人的力量拧成了一股绳，结成

了深厚的情谊。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学生对老师的

敬重，这种和谐的凝聚力量让这个团队永不言败，

他们团结友爱、相互鼓励，工作中分工明确、一丝

不苟。 

 “尽力了就好。自己平时实验基本都成功了，

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就好。”这是老师的寄语，也是

学生的心声。他们这一路走来，每个人都有付出，

也相信他们会有所收获。采访中，长安大学参赛队

还表达了对本次竞赛圆满成功的期待。 

                                  （张伟玲） 

西南交通大学 
10 月 19 日晚，笔者在焦廷标馆与西南交通大

学代表队进行了一次近距离的交流。西南交大代表

队热情地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许多宝贵

的建议。 

西南交大代表队于当日中午到达东南大学，一

路上奔波劳累，晚上又专程从校外宾馆来到大厅接

受我们的采访，其诚挚之意令笔者深为感动。第三

届结构竞赛特等奖得主——西南交大代表队，素有

“唐山土木”的美誉。本次参赛队共有七名成员，

其中有四位老师和三位学生队员，领队老师李力为

房屋建筑方面的专家，另有一位东南大学博士生学

长。三名学生队员更是不可小觑，他们都是通过学

校层层选拔出来的特等奖或一等奖得主。谈到本次

赛题，李力老师坦言本次比赛既以抗震为命题基

础，同时也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以柔克

刚”。队员们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精心准备，经历了

许多困难，只因为有着对结构设计发自内心的喜爱

之情，他们一直充满着热情。其中一位队员认为比

赛的关键是把握赛题。准备过程中，他们十分认可

东南大学及时而详细的赛题信息的反馈，认为这充 

分体现了大赛组委会的公平公正。 

在采访过程中，西南交通大学

就大赛交流问题提出了自己具体的

看法和建议。李老师认为大赛的结

果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对各高校参

赛队之间的交流的促进。大家经历

了两个多月的准备，在台上展示的

时间却十分有限。李老师建议主办

方组织各大高校的交流会，进一步

促进队与队之间、老师与老师之间、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他

们认为大赛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

程，也是一个互相探讨学术知识的

平台。最后，他们建议大赛组委会

能够有一个完善的后续工作，把大

赛作品的图文影像资料汇编成册成

碟，以便各参赛高校赛后的借鉴学

习。 

采访结束，李老师与记者握手

告别，并且笑言大赛结束再接受记

者采访。 

 

 

 

 

通过深入的交流，三个大男孩告诉记者，大部

分高校的选手都会觉得材料很是棘手。因为竹子虽

然材质很好，但是遇到潮湿后再干燥的情况会产生

极大的变形。同时，虽然以前所用的木条等材料可

能弹性等方面不如竹子，但是加工起来比较方便，

而竹子的利与弊正是对学生们创新能力的一个极大

的考验。他们笑说，这样才具有挑战性。 

当谈到这次比赛对今后的大学生活、对未来的

生活走向会有怎样的影响时，他们提到了三个关键

词——创新，知识，团队合作。无论是系内的选拔，

还是这次的决赛，无疑是考验了他们的创新思维以

及手工能力。而知识方面，在制作模型时，能将自

己学到的结构知识付诸实践。至于团队合作，三个

人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克服比赛过程中意见的分歧，

摩擦与融合也是他们成功的必修课。 

说到对比赛的期望值，他们笑说因为准备不够

充分，这次的竞赛就是来相互学习，尽全力赛出自

己的水平。 

（赵睿轩） 

东北大学 
10 月 21 日，比赛进入到第二天，各参赛队的

结构模型已经初具规模，就在中午休息时间，特刊

记者采访了远道而来的东北大学代表队。 

接受采访的是队长赵瑜，首先她就对东南大学

九龙湖校区的建筑风格与东北大学做了比较，前者

充满了时代感，大气磅礴，充满活力，而后者则是

古色古香，典雅庄重，幽静肃穆。然后则与其他代

表队一样称赞了我们的志愿者团体，不论是从赛前

的联系工作还是比赛过程中的服务工作，都给了参

赛队伍深刻的印象，让他们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对于东北大学“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

赵同学也说出了自己的认识：就土木这个专业本身 

清华大学的同学们踊跃报名，并在系里面展开了激烈的竞

争，被选拔出参赛的他们也分外珍惜这次机会。他们透露，

为这次的比赛他们准备了一个多月。比赛所选的材料——

竹子非常独特，之前队员们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因此他

们花费了一些时间来研究探讨。 

而言，实践显得格外重要，理论和时间必须集合

起来才能使自己更好地发展，我们现在的大学生

真正踏入到实践工作的机会还是很少的，所以大

学生本身一定要努力去创造机会，发现机会，更

希望学校以及社会上的相关单位能够给大学生

提供更多的舞台，能让每一个人都有真正锻炼自

己的机会。 

已经进行了一天模型制作的队员们表示，场

地、道具、材料等硬件条件比他们原来预想的要

好很多，可以说很满意。对于本次比赛首次使用

的竹材，队员们说由于北方的气候比较干燥，平

时训练的时候竹皮不容易弯折，而且质地较脆，

来到南方后，在制作过程中对竹皮的处理能更得

心应手一些，发放的道具也都很好用。 

针对比赛的防震、可持续发展的设计主题，

他们认为这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现在地震灾害常

有发生，需要我们贴近生活不断创新，让结构竞

赛不只是一次专业知识的竞赛，而是使之具有更

多的实际效益。 

在采访的最后，受访的东北大学代表队希望

能够在这次盛会中与各路高手有更多的交流，能

够在比赛中看到新奇的设计，独特的创意，自己

的队伍能够取得比去年更好的成绩，同时，也想

在南方院校中提高一下东北大学的知名度。 

（于鹏、张楚楚） 

特邀高校——澳门大学 专访 
在结构竞赛进行到第二天的时候，本报记者于焦廷

标馆采访了澳门大学参赛队的三名队员。就结构竞赛的

开展情况及两校的学术氛围进行了友好交流。 

这已经是澳门大学第三次参加全国大学生结构设

计竞赛了，三名队员均就读于澳门大学的土木专业，其

中卓明辉和蒋闯隆来自大四，李家豪则来自大二。卓明

辉对我们说：“别人一般都叫我 Steve，你们也这样叫我

好了。”据 Steve 讲，初到南京，队员们充满了新鲜感，

趁比赛还没开始，他们已经逛过了南京最古老的街市—

—夫子庙，感觉南京的确是个文化气息浓郁的城市。当

问及两地高校的差别时，他们坦言，东南大学给人一种

大气的感觉，校园里学术氛围比较浓厚，学生学习的热

情都比较高涨。在食堂就餐时，他们看到了东大开展的

各种文体活动的介绍，如爱心社的爱心活动、楼道歌手

大赛，这让他们感受到了东南大学活跃的一面。而谈起

澳门大学，Steve 向我们介绍道，澳门地处海岸，是中

西文化的交界。由于澳门寸土如金，他们的学校建在山

丘上。学生们除了照常学习之外还积极地在周边的商业

区打工为自己赚取学费。 

而谈起此次的结构竞赛，他们表示比赛所采用的材

料竹皮相较于往年比赛而言是比较新颖的，但这对于一

向以木条为制作材料的他们而言在比赛最初确实造成

了一定的困惑。不过他们很快熟悉了比赛的题型，虚心 

 

地向其他队交流了感想，并在短期内设计出自己队伍

的方案。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澳门大学的模型制作

已接近尾声，他们表示参加比赛更多的收获是积累了

模型制作的经验，这对他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很有帮

助。 

随后我们又聊到了参赛队最近几天在东南大学的

生活情况，李家豪和蒋闯隆都表示，接待他们的志愿

者都非常热情，不但在比赛过程中给予了他们很大的

协助，在比赛之余还带领他们参观了东南大学校园，

每天晚上更是亲自送他们坐校车回宾馆。志愿者们为

参赛队所做的点点滴滴都让他们非常感动。 

因为比赛休息时间有限，这次采访活动很快就结

束了，本报记者跟澳门大学参赛队的三位选手在此次

大赛的宣传海报前合影留念。我们祝愿澳门大学参赛

队在本次大赛中能够取得佳绩! 

 

 
附： 

澳门大学是一所国际化综合性大学，坐落于澳

门宁静而美丽的海岛市，澳门大学是地区唯一的一

所公立大学；前身为东亚大学，创立于 1981 年。东

亚大学为澳门首间现代高等教育学府，于 1988 年

由政府收购后改为公立大学，并于 1991 年改名为澳

门大学。 

“教学与科研并重”是澳门大学发展的目标，

为此，每个学院之下均设一个或以上的研究中心。

现有六千多名学生就读。澳大学术交流合作上十分

活跃，澳门大学作为亚太大学联会(AUAP)及国际大

学校长联会(IAUP) 2006-2008 年度主席及副主席，

葡萄牙语大学联会(AULP)副主席，肩负起促进亚太

区大学联盟的联系及交流，并在国际大学网络及葡

萄牙语大学网络中发挥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又积

极参与多个国际大学组织及协会的会务。 

过去几年，澳门大学透过与国家教育部、外交

部以及内地一些重点大学的交流和合作，已培养了

大批优秀的公费研究生，为祖国培养各方面尖子人

才提供理想的平台。进入二十一世纪，澳大不但继

续这方面的工作，由 2002 年开始将范围扩大至自

费研究生，不但拓宽了培养国家优秀人才的层面，

更促进了内地和澳门的文化学术交流。 

（吴涵玉、郑骏儿） 

） 

（

（蒋斯麦、院伟） 

蒋

斯麦、院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