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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竞赛的概念设计与思维艺术 

——访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董聪教授 

10 月 22 日晚，伴随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

竞赛渐近尾声，本报记者有幸在九龙湖宾馆休息大厅

采访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防灾减灾研究所董聪教

授。董教授现任中国桥梁钢结构协会理事，中国土木

工程学会结构可靠度专业委员会委员，对于结构系统

可靠性分析与优化、结构损伤识别和结构健康监测等

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此次采访，董教授就结构

设计竞赛以及大学生结构创新等核心问题做了精炼

而深刻的评述。 

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资深学者，董教授为人谦

和，风趣幽默，在轻松自然的氛围中带领我们以一种

全新的视角评价了结构设计竞赛。他指出，竞赛本身

应该是一种概念设计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一种数据度

量的锱铢必较。要在竞赛中找寻乐趣，在点评和互动

中获得自我的肯定与鼓励，并以其为载体完成思维的

训练。建筑是一个综合体，以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思维

储备为基，可以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建筑的整体结

构，在一定高度上实现设计目标。 

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对于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有

着重要的意义。清华大学十分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举办校级桥梁建模、机械设计、建筑设计等诸多

竞赛，旨在培养与激发大学生自主设计、自主创新、

自主思考的多维思维能力。结合此次结构设计竞赛，

董教授指出，模型竞赛的概念设计在很大意义上比单

纯的数据计算具有更大的意义和更高的价值。概念设

计是一种平衡的艺术，是一个综合思考的过程，是坚

固、实用、美观等多重评定标准的凝结，设计师需要

具有全方位、多角度、重创新的思维能力，集合构思 

与创造的全面素质，并在反思中不断进步。 

关于此次竞赛的评价以及对于参赛选手的希

望，董教授强调，一方面竞赛的本质应该达到思维

训练的目的，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作品的优点，鼓

励思维创新的自由性。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以一种

轻松的态度面对比赛，视其为一个自主思考、自主

创新的展示平台。知识和思维是两种度量标准，知

识为基，但思维更重，大学生是青春与活力的代表，

应秉“土扩四方容万物，木参九天作栋梁”之精神，

乐观自信，自由思考，全面提升自我素质，展现朝

气蓬勃的别样风采。 

从四牌楼的建筑精魂到活力四射的莘莘学子，

董教授均给予本次竞赛的承办方——东南大学极

高的评价，结合历史与现实鼓励大学生进行建筑设

计以及结构设计的科学、技术、艺术综合体实践，

在概念设计中迸发思维的星火，全面提升综合素

质，从而实现更具价值魅力的自由与突破。 

（樊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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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早上，为了采访本届全国

结构设计竞赛专家委员会委员、长安大学

周天华教授，笔者早早的就等在了焦廷标

馆门口。功夫不负有心人，笔者终于等到

了周教授。周教授在会议室里热情地接受

了采访，并且和笔者交流了许多心得。 

在周教授看来，钢材料与竹材是有一

定的区别的，钢材料结构体系比较完整，

要增加刚度就会用更多用料。而竹材料体

现的却是“以柔克刚”这一理念，尤其提

到西安科技大学的作品，还有一种是悬挂

结构，类似于 101 大厦的悬吊荷载，这是

一种减震的新理念。 

周教授还提及要想有一个好的参赛作

品，是由好多方面决定的。这次大赛是有

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赛，来参赛不仅

有多次参赛经验的学校，也有第一次参赛 

的学校。有些学校因为经验不足，设备限制，材

料限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作品。

另外，结构作品的动力特性难度是比较大的。 

谈及大赛评审工作，周教授认为有必要仔细

说明一下。计算书虽然只占 10 分，但是影响还是

很大的。计算书内容要完整，要有理论深度，分

析方法正确，过程要有详尽。有相当一部分学校

还是不够完整，而在这方面，日本代表队的手写

计算书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还有加载现场的评

审，陈述 3 分，提问 2 分。这是前四届大赛沿袭

来的做法，在有争议的地方降低权重，体现了大

赛的公平公正性。 

周教授认为举办这样的活动，在土木工程领

域还是很有内涵的，有力的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

参与性，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他对我们土木学子

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他认为学生要夯实基

础，要系统化的学习，尤其要将各个专业基础学

科联系在一起。还有可以多参加这一类比赛，有

效地锻炼能力，毕竟这样的赛题还是很有挑战性

的。 

最后，周教授谈了自己的期待，土木人要更

加积极地参与赛事，大赛发展也会很好，希望各

个参赛队继续努力，将在大赛上展现的朝气蓬勃

的精神带回各自的院校，以激励学子有更多创新

的想法。 

（院伟  岳阳） 

踏实中前进  

 挫折中成长 

——访重庆大学张川教授 

张川教授是从事混凝土结构研究的专家，早

在第一届全国大学生结构竞赛的筹备阶段，他就

参与到其中，可以说是结构设计竞赛以及参赛同

学们成长的见证人。 

采访刚开始，张川教授就表达了对这次结构

竞赛的赞扬。他说东南大学这次的组织工作做得

很好。从去年 11 月开始的出题工作一直到现在，

东南大学在各方面都准备得很细致，同学们参与

的积极性也很高。而另一方面，各高校学生参与

竞赛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参赛学生的水平更是

不断上升，这一切都使得结构竞赛的影响越来越

大。 

张川教授特别强调了，举办结构竞赛的目的

是锻炼大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实践能力，提高大学

生的综合素质，从而培养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

与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希望参赛同学们能够投

入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精力参加竞赛，力争完美。

因为一次的竞赛相当于对五六门专业知识的考

核，认真地参加一次会带来很多收获。张川教授

说道，竞赛中的胜败其实都不重要。尤其是失败，

很能够锻炼大学生的承受能力。如果失败了，没

关系，人生还有很多的机会，只要爬起来，继续

努力。 

“中国人的手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巧的手！”张

川教授引经据典，从故宫里由中国古代能工巧匠

制作的很多精美艺术品，引申到了当代大学生的

努力方向。他说，大学生一定要勤奋，不能懒。

虽然我们的手不再像古代的能工巧匠们的手那么

巧，很多技艺也都已失传，但是古人那种追求完

美，精益求精的精神不能丢。未来的大学生要想

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必须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 

最后，张川教授还提到了重庆大学的土木系

与东南大学的土木系颇有渊源。不仅东南大学之

前有很多老教授与重庆大学交流很多，两校的学

生在学风上也都以踏实著称，两校之间有很多是

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 

（徐静影） 

 

一年的筹备化为了五天的喧嚣，五天的繁华也

在今晚落下了帷幕。这一刻，曲终人散，人去楼空，

场外的夜空笼罩了你我的心心相惜；这一刻，晚风

习习，小雨霏霏，金陵的秋气淹没了你我的声声保

重。安静的开头有了一个热闹的结尾，好在人生本 

该如此，一场欢聚后，总会留下些什么于我们的记

忆，无关形式无关主题。只是那场青春的盛宴，你

我相遇，从此江湖中人称之为——传奇。我们相约

在全国赛，无需太多的话语，那甜美的微笑，已在

彼此永久的回忆中。 

一层秋雨一层凉，窗外接天连地的水线似乎耐 

不住寂寞，也参与到这份热闹中来。快看，它们如

此陶醉于追寻这几日来我们踏过的足迹，非要激起

一层层水花才肯罢休。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

前，思绪悠扬，一发而不可收拾。还曾记得，大活

广场上，暖风秋阳，我们插满各大参赛高校校旗，

彩旗迎风招展，讲述着踏上九龙湖，初始东南的那

份亲切。不会忘记，桃园食堂北侧，脱去制作模型

的疲惫之躯，在结构竞赛专供窗口，那份甜意，直

流心窝；那份温馨，油然而生。因为，我们是土木

人。 

激动人心，焦廷标馆，加载现场，屏气，凝神，

摩拳擦掌。这一刻，时间似乎被冻结。银瓶乍破水

浆迸，挺过三级加载，赛场掌声雷动。 

    我们和结构竞赛有个约会，识于偶然，更是缘

分，同舟共度的船客能共舟恰恰是那份缘。正如张

爱玲的文字描述的那样：“于千百人中，遇到你所

要遇到的人，于千百年中，在时间的无垠的荒野中，

有两个人，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就这样相逢，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轻轻地道一声：哦，你也

在这里吗？”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一个眼神，一个

微不足道的举措，就已心有灵犀。 

    离别总是那五味瓶，想它的日子是那么漫长，

漫长如时光的大海，真正来临却又如此短暂，短暂

得想抓住它的尾巴。相逢是首歌，歌手是你和我，

眼睛是青春的海，青春是绿色的河，分别是明天的

路，思念是生命的火，青春的盛宴有了你我结构竞

赛的约会，坚定也执着。 

（张露） 

 

我和结构竞赛有个约会 

志愿者在行动 
志愿者感言 

每一细节，要求短信及时回复，问题及时反馈，务

必要让远道而来的高校代表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恍恍惚惚中以为自己还是个需要妈妈提示“向

阿姨问好”的小女孩，从基本的待人礼仪被要求。

其实自己在礼仪方面还是有疏忽的，在第一次见到

大连理工大学严谨认真的张老师时就被问，给我发

邮件的那个是你吧？怎么没有署名呢？不署名我

该怎么称呼你呢？真的不好意思，是我疏忽了…… 

    不过与人的相处还是容易的，你付出善意和热

情，别人就会用更大的善意和热情来回报。我有点

得意的看着他们听到我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时有

点惊讶的神情，全程陪同他们报到、入住旅店，陪

同迷迷糊糊的大连理工大学代表队员打印计算书、

制作校旗直到晚上九点。所以在之后，所有的老师

和队员们都记住了我这个四处晃悠的志愿者，一句

句“小丁”叫得非常亲切，也知道了有需要如果有

问题，找到我就可以帮他们解决。再到后来，老师

买来的水果一定要塞给我几个，带队的老师们出去

玩，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还贴心的把他们是“结

构竞赛伙食”票交给了我，讲“给你的同学吧，省

得浪费”，于是那天我们整个宿舍都有了丰盛的午

餐。 

要说最惊心动魄的，应该就是模型加载阶段

了，和自己服务的队伍这样相处下来几天，真心期

待他们有很好的表现，东北大学加载的时候，我紧

紧的握着一个瓶子嘎嘎作响，直到他们的模型撑到

最后才微微放松，大连理工在最后十组里加载，到

加载区里看他们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敢问，看到他

们终于在台上加载，无奈地看到了他们的模型在加

载的那一瞬间轰然坍塌，于是心情也一下跌到了低

估，不知道用什么去安慰他们，就再没有再去见他

们。好像是有点傻缺，可是只是我不擅长安慰也不

喜欢离别。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奇怪，那个老来晃悠

的志愿者怎么就不见了？ 

东北大学代表队的队长赵瑜是最让我感动的，

她在他们的庆功宴上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去参加，觉

得没有见到这几天一直在为他们忙里忙外的我有

点遗憾，我突然就觉得，恩，心暖了…… 

   新交的朋友，新鲜的体验，这个志愿者当的，

还是挺值得。 

                            （丁函宇） 

 

当我得知我顺利地被选拔为第五届全国大学

生结构设计竞赛志愿者，并且主要负责接待清华大

学参赛队的时候，我很开心。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好

的学习机会，所以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工作。 

清华参赛队的队员平易近人，对比赛的淡定从

容以及他们的自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三个

没有老师陪同的大三学生来到东大，我对他们的独

立多了一丝敬佩。领队仅仅是研究生学长，指导老

师因为要上课，所以等到他们加载的时候才过来，

我不得不想，这才是对学生的真正的考验。    

作为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志愿者，我和他们交流

得比较多，我发现他们中的两位和我有一样的喜

好，都是仙剑的忠实粉丝，这就更加缩小了我们之

间的距离感，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发现他们的优点，

并向他们学习。 

模型加载结束，清华大学参赛队只得了二等

奖，对他们来讲，这样的成绩似乎显得有些不足。

赛后，他们对我说，他们的模型质量太大，太过保

守了点。他们的结构是为数不多完整保留下来的，

带下来的时候我也仔细瞧过，做工很好，计算精确。

但他们对东南大学第二代表队的模型赞不绝口。  

虽然志愿者的工作只有短短的五天，但我真的

学到很多，得到很大锻炼。真正做好一个活动并非

简单地策划就能成功，这是要大批人付出努力的。

我和其他的志愿者一起，为东南大学、为土木工程

学院贡献出了一份力，为学校、为学院赢得了荣誉。 

作为志愿者，我不得不说，繁琐和劳累是在所

难免的。当一位老师主动找我，敬我一杯酒来表达

对我的谢意时，我知道，我的工作得到了认可。第

五届全国大学生结构竞赛已经落下帷幕，我的工作

也结束了，但是，我相信，我所收获的，将会远远

超出我的预想，让时间来慢慢证明这一切吧。 

                              （江祥） 

 

    报名参加志愿者队伍的目的事实上非常单纯，只

是想要改变一下我一如既往的缺少变化的生活。学校

里的各种活动虽然多，可是找到一个我觉得有意义并

且有兴趣的却是很少。既然报名参加了，当然就是带

了极大的热情。 

    科协的工作做得很充分，一对一志愿者所分配学

校的资料及时地送到了所有志愿者的手中，主席、 
主管、负责人等

反复强调着有关

礼节有关服务态

度的话题，恨不

得连发短信的模

板也一起进行规

范，他们执着于

接待清华的志愿者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