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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我国历届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参赛项目的数量、类别、学科、地区以及获奖的具体情

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参加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的项目数量稳定、工程学科项目数量最多、北京和上

海两地的参赛项目数量最多。获奖项目的平均比例为 47%。获奖项目数量在 2013 年后有大幅度下降。计算

机、生物化学、环境科学、动物学等学科获奖比例较高。我国的参赛项目和获奖项目呈现明显的“点”式分布。
基于以上结果，本文提出了培养和提升我国学生开展独立研究项目数量和质量的建议对策。
〔关键词〕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 述评

我国青少年参加国际科学
与工程大奖赛现状述评

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 简称 ISEF），是全世界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的面向初三至高三（9~12 年级）学生的研

究项目类科学竞赛。每年有来自全世界 7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1500 多名选手参加此项赛事[1]。我国自

2000 年开始组织学生参加此项赛事，至今已经 15
年的时间，期间我国大陆地区共计有 280 个研究项

目、400 多名青少年科技人才参赛。此项赛事辐射到

的参加各级活动的我国青少年每年达 1500 多万[2]。
此项赛事对我国的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的各个方面———评审的内容（如分科评审）、评审的

形式（如评委问辩）、再到赛事组织形式等———都有

较为直接的影响。与此同时，受此赛事影响，我国发

展出一批组织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成绩突出的

科技教师和科技辅导员，涌现出 100 多所科技教育

突出的中小学。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大陆地区参赛和

获奖项目基本状况的分析，为科技竞赛及科技教育

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 ISEF 项目数据库（对全世界

开放）。2000～2002 年合计 30 个参赛项目，具体数据

缺失（仅有从新闻获知参赛项目总数），香港、澳门和

台湾地区分别有代表队自行组织参赛，因此，本研究

的数据包括 2003～2014 年共计 12 年的我国大陆地

区所有参赛项目，合计 250 个，参赛学生共计 379
人。

由于非典，2003 年的参赛项目未能当年成行，

于 2004 年参加比赛，为便于比较，本文在统计时仍

将其计为 2003 年项目。
根据国际科学研究的趋势和热点，ISEF 组委会

每年都对设奖学科做一些调整。比如在 2003～2006
年，动物学表述为 zoology（动物学），2007 年以后表

述为 animal sciences（动物科学），本研究在计算时

合并为动物学学科；2003～2006 年，植物学表述为

botany，2007 年之后表述为 plant sciences，本研究在

计算时合并为植物学学科。工程学学科的亚类也较

多，如工程学：电子与机械；工程学：能源与交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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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本文将其统一在工程学学科内。
本 文 数 据 采 用 EXCEL2007 统 计 ， 并 采 用

SPSS16.0 进行计算。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参赛项目的基本情况分析

1.不同年份的参赛项目数量

作为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的联席赛事，全国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注册的 8 个赛区每个赛区可以

选拔 2 个个人项目和 1 个小组项目参加比赛。如表

1 所示，中国学生参加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的参

赛项目在 2003 年为 13 个项目，2004 年 10 个项目，

之后的 2005～2013 年参赛项目数量均在 19～23 个

之间变动。2014 年，由于增加了 12 个国际学校项

目，因此增加到 36 个项目。

表 1 不同年份的参赛项目数量

2.不同类别的参赛项目数量

总计 250 个项目中，有 175 项个人项目，约占总

数的 70%；75 项团队项目约占总数的 30%。具体每

个学科中个人项目和小组项目的数量见图 1 所示。
3.不同学科的参赛项目数量

ISEF 参赛项目学科类别总体稳定，保持在 15～
18 个左右，包括：动物学、行为与社会科学、生物化

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地球科

学、工程学（一般有 3～5 个亚类）、环境科学、数学、
医药与健康学、微生物学、物理和天文学、植物学等。

从图 1 可见，工程学的参赛项目最多，占了总数

1/4。主要原因可能与我国每年都举办全国机器人竞

赛有关，很多学校都设有机器人项目兴趣小组，这使

得我国在中小学尚未广泛开设机器人学科教学的情

况下，每年仍可涌现出大批的机器人研究项目。
参赛数量排在第二梯队的是计算机科学、植物

学、动物学、环境科学、微生物学等科目，均约占总数

的 10%左右。这些科目归属于两大学科：计算机科

学和生命科学。近年来，计算机科学和生命科学都发

展得非常迅速，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在这两个领域

的投入也十分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青少

年的研究选题。
行为与社会科学和计算生物学的参赛数量是所

有科目中最少的。一方面这可能与计算生物学是近

年来新兴科学有关，因此参赛项目数量少；另一方

面，可能与目前我国中学生在学校教育范畴内很少

会接触到行为与社会科学这一学科有关。
4.不同地区的参赛项目数量

图 2 呈现的 24 个省市地区统计中，参赛项目最

多的北京、上海，属于第一梯队。四川等 9 个省级地

区的参赛项目数量处于第二梯队。浙江等 13 个省级

地区的参赛项目数量处于第三梯队。除了这 24 个省

市地区，我国还有部分地区至今仍没有学生项目参

加 ISEF。

图 2 不同地区的参赛项目数量（2003～2014）

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参赛项目占半壁江山，这可

能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依据王善迈等人

设计的教育发展指数[3]，北京、上海等地属于教育高

水平均衡发展的地区；两个地区属于中国教育改革

的前沿阵地，学生的科学探究活动开展得较为深入

和扎实，这可为培养高质量的学生研究项目提供重图 1 不同学科的参赛项目数量（2003～2014）

图 2 不同地区的参赛项目数量（20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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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障。第二，北京和上海的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

都具有悠久历史和重视学生开展研究项目的传统。
第三，相对其他地区，北京和上海等地的高等院校、
研究院所等科研机构较多，可为中学生开展相关研

究课题提供充足资源。
（二）参赛项目的获奖情况分析

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设置学科奖和专项奖。
学科奖由组委会招募评委评审，分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和四等奖，并在一等奖项目中评出学科最佳。
专项奖由政府机构、企业、大学和专业协会等提供。

1.各类获奖项目的数量

2003 年至 2014 年的 12 年中，我国的参赛项目

中获奖项目有 117 项，占总数的 47%，这个比例远

高于国际平均水平（25%）。29%的获奖项目获得两

项及以上的奖项：1 个项目一次获得七项奖项，1 个

项目一次获得六项奖项，2 个项目一次获得四项奖

项，6 个项目一次获得三项奖项，24 个项目一次获得

两项奖项，83 个项目获得一项奖项。

图 3 参赛项目中学科奖的不同类别奖项数

图 3 表明，参赛项目共获学科奖项 99 项，其中，

学科最佳奖 4 项，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32 项，三等奖

29 项，四等奖 28 项。在这些获奖项目中，同时获得

专项奖共计 50 项，其中大学奖 2 项，公司奖 15 项，

学会奖 31 项，政府奖 2 项。
2.不同年份的获奖项目数量

图 4 表明，不同年份的获奖项目数量呈锯齿状

波动。其中，获奖项目最少的为 2003 年的 6 项，获奖

项目最多的是 2010 年的 14 项。
从参赛项目和获奖项目曲线看，二者距离越近

表明获奖比例越高。其中，2004 年是获奖比例最高

的一年，10 个参赛项目全部获奖。2003～2012 年，获

奖比例维持在 50%左右。2013 年，获奖项目的比例

下降到 35%，2014 年这一比例降至 22%。近两年获

奖项目比例下降较多的原因之一，可能与我国科技

竞赛保送政策的调整有关，学生和家长在这方面投

入减少了。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在某种程度上保

证了参赛学生对科学研究或者某些学科的兴趣爱

好，从而减少带有强烈功利性的竞赛项目。
3.不同类别的获奖项目数量

所有获奖项目中，个人项目有 80 项，团队项目

37 项。参赛的个人项目合计 175 项，获奖比例为

46%；参赛的团队项目为 75 项，获奖比例为 49%。由

此可见，个人项目和小组项目获奖比例相差不多，没

有明显的优势或者劣势。
4.不同学科的获奖项目数量

由图 5 可见，生物化学获奖比例最高，80%的参

赛项目都获奖；除没有获奖项目的学科以外，化学获

奖比例最低，21%的参赛项目获奖。
计算机学科的获奖比例达到 70%，这其中包括

我国学生获得的多项大奖，比如青年科学家奖、学科

最佳奖，在所获的顶级奖项中计算机学科也是最多

的。而在中学阶段，我国并没有开设专门的计算机科

图 4 参赛项目和获奖项目的年份分布

图 5 参赛项目数及获奖比例的年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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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程，说明我国学生在计算机领域中是很有天分

的。还有一些学科如环境科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学

科的获奖比例均在 50%上下，也处于比较高的水

准，说明我国学生具备一定的独立研究能力。
5.不同地区的获奖项目数量

从地域上来讲，上海市获奖项目最多，33 个项

目获奖，获奖比例达 70%；北京市有 28 个项目获

奖，获奖比例为 47%，四川省获奖项目为 12 个，获

奖比例为 44%。11 个省级地区有参赛项目，但是从

未获奖，这其中，有的地区仅有极少数项目如 1 个或

者 2 个参赛项目；也有的地区参赛项目较多，但是从

未获奖。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总的来说，我国每年参加 ISEF 的项目数量比较

稳定。工程学的项目最多，也有新兴学科如计算生物

学项目出现。北京和上海的参赛项目数量占绝对多

数。不同地区的参赛项目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
获奖项目平均比例为 47%，高于国际平均水

平。获奖项目数量在年份间呈锯齿状波动。个人项目

和小组项目获奖比例没有明显差异。获奖比例在

2013 年后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计算机、生物化学、环
境科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学科获奖优势明显。获奖

项目地区优势极为明显。
综上所述，我国的参赛项目和获奖项目呈现的

明显特点是“点”式分布，这反映出我国学生研究项

目在质量上和地区分布上等很多方面仍然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为此，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发

展策略。
1.充分重视研究性学习课程

由于高考和中考的压力较大，我国学生很难抽

出时间完成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项目。而充分利用好

研究性学习课程时间可作为一条解决途径。以美国

伊利诺伊州数学与科学学院为例，这是一所科技高

中，该校的科技活动和在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上

的表现都十分优异，该校 99%的毕业生升入斯坦福

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名校[4]。该校科技教育的特色就

是 实 施“学 生 探 索 与 研 究 （Student Inquiry and
Research, SIR）课程”。每周三全天安排 SIR 课程，学

校提供一些研究项目供学生选择，不同年级的学生

可以挑选不同难度的研究项目，高年级学生的 SIR
课程非常有挑战性。现在我国普遍开设的研究性学

习课程具有同样的特性。研究性学习课程和理科课

程可以成为我国培育和选拔优秀学生研究项目的最

广阔和优良的土壤。
2.积极开展青少年科学俱乐部活动

2011 年美国发布的《K-12 科学教育的框架：实

践，跨学科概念与核心概念》中提出：孩子是天生的

研究者，他们从小就会去研究、思考和构建周围世界

的内在模型，并建议科学和工程学的实践要从低年

级段开始[5]。通过科学俱乐部的形式组织学生开展

研究项目可以为学生参与科学与工程实践提供更多

的机会。例如，某些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活动有三个

不同层次：一是大群体在校活动；二是小群体寒暑假

访问活动；三是个别学生—专家接触活动。三个层次

的活动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需求的学生参

加，具有较好的效果。
3.大力加强社会资源的开发利用

从我国参加 ISEF 的参赛项目和获奖项目的地

区分布能够看出，北京和上海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资源较多，学生能够获得比如实验材料、仪器和

设备等资源。为了改变社会资源利用不充分的现状，

中国科协自 2013 年实施英才计划，希望通过推动一

批高校开放优质教育资源和支持科学家指导中学生

开展科学研究项目，发现和培养具有科学潜质的优

秀中学生。学校和科技辅导员应组织学生积极加入

英才计划，利用好这个平台；同时，除了大学等研究

类资源，还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如医院的实验设

备、本地统计机构的设备资源等等。在实际指导中，

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充分利用专业研究人员的帮助，

带动学生的研究能力发展到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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