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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前言

1.1 感言与“我是副队”
首先，非常感谢组委会能够给予我这个副队长“优秀队长”的称号。在获奖时，除激动喜

悦之情，还些许惶恐。主要原因是，这份荣誉属于我们因考研忙碌未竞选的张正队长，更属

于 Alliance战队所有在 RM2022赛季努力拼搏的队员。
在这份文档中，我会以管理层的角度（包括队长、项管、副队长与其他管理者）的角度来

进行工作总结和经验分享。因为管理、运营一个 RM队伍需要的工作太多了，并非队长一人
能承担的。

1.2 背景-Alliance战队的 2021
Alliance战队最初是由研究生和我们的老师所建立的，在历年来基本上都是老师的研一研

究生担任主力队员，在 2021年也不例外。不过由于学校的 2019第一届机器人专业的建立（在
2021赛季是大二），从 2021赛季开始有更多的本科生参与到比赛中。由于研究生打 RM比赛
只有在研一参加，2020赛季的队长的变态管理逼走的一大批本科生，在 2021赛季 Alliance战
队几乎是一支新的队伍，我们在 2021赛季调侃自己——我们的优点是别人以为我们很厉害，
我们的缺点是别人以为我们很厉害。

(a) 2021一代步兵 (b) 2021一代步兵、2019英雄、2021一代英雄

图 1.1: 2021机器人

那我们这一支新队伍有多新呢，2021赛季负责步兵机械的坤哥这样描述刚开始做车的想
法：“他们说这个车 2019年上过国赛，那就按着这个做呗”。



1.3 个人背景-想做好 RoboMaster

1.3 个人背景-想做好 RoboMaster

1.3.1 高中

在 2018年决赛的时候，我们假期营的同学在观众席上。我看到华南理工的同学捧起了奖
杯，有个子矮的同学跳起来，只为了触摸一下金色的奖杯。（22赛季规划的时候智宝微博发的
图就有鞭尸我写的这句话）

在我高三的时候，一些假期营的队友已经大一，加入了他们的战队。在交流中，我知道，

RM在大学中是最牛逼的社团，以及，我认为 RM队伍中每个人都应该热爱这个比赛。
那我进队前的初心，其实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搞出最牛逼的东西。我在军训过后就

主动的跑到了 RM的实验室，不过那天晚上也没多少人，接待我的那个老哥指着 19年的大书
包古典英雄问我能不能把这个画出来，我说那当然可以啊。

1.3.2 大一-RM2021

21赛季的时候我大一，原本的想法是想做电控，毕竟已经算是做过两年机械了，也有些
向往控制类的项目，比如说四足啥的，所以加入了电控组。省赛之后，需要再造一个步兵以迎

接分区赛，身为步兵组成员的我（虽然当时还属于电控），毅然决然的承担起了装车任务（其

实也是忍不住了）。于是在装车之后，也顺理成章的负起了机械的部分维护工作。在备战分区

赛的时间里，每天晚上都是干到凌晨，和硬件的学长一起测试电容，每天都是拆下来，装上

去，拆下来，装上去。我到了那个时候才开始肝了起来。

在 21分区赛期间，我负责的是夜间的步兵维护，在操作手回去睡觉的时候把线整理一下，
拧拧螺丝，给视觉的学长捡弹丸等。21分区赛后，我正式的接过了国赛步兵的任务。在当时
我们只知道交车有自适应悬挂啥的，于是决定造一个上交的底盘。

然后，南京疫情，南京理工大学和东南大学都无法到深圳参加国赛。但，身为一个热爱

RM的人，怎么可能就这样了呢？
于是我独自踏上了前往深圳的路（图 1.2）。

(a) 我和队伍的旗（手上是“东南大学”） (b) 2021总决赛观众席的“Alliance”

图 1.2: 2021南京理工大学只有旗到了春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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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工作与经验教训

2.1 团队与团队文化
团队是一群并肩作战的人，每个人的目标、需求可能有所区别，但人们的努力让团队发

展的方向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 RM可以是队员的第一优先级，为了赢比赛奋不顾身。但我们也允许、接受保
研、卷王的存在，他们不会主动工作，不会创造出卓越的贡献，但只要能完成他分内的工作

即可。

有时候，一个队伍能不能赢，就取决于队伍内有多少“奋不顾身”的人。按我们的经验和

观察来说，有三四个这样的人，基本上就能进国赛了。

2.1.1 Alliance团队的有限性

对于我们，南京理工大学来说，我们极难获得“奋不顾身”的人。一是学校“卷”氛围的

问题，我们可能不是中国最“卷”的学校，但可能是人与人之间敌意最大的学校。我们学校有

一种诡异的氛围：学院之间是敌人的关系，每个学院都会想办法不承认别的学院举行的活动、

比赛。二是南京理工大学及其学院热衷于打造小动物园，自己创建规则，举行各种毫无意义

的小比赛、小活动，占满了学生的生活，让学生以为这就是“大学生活”。三是学生的眼界、

见识极差，我的专业年级第一竟然不明白什么叫“水硕”，这种概念在 985应该是人尽皆知的。

2.1.2 Alliance的团队目标：打个国赛

我们的目标就是非常的简单：打个国赛。作为一支国赛队伍，我们已经 2020、2021两届
没有参加过国赛了，我们已经没有登上过国赛场地的队员了，我们只是想去一下深圳（谁知

道最后 2022也没能去呢）
有些队伍的目标、口号轰轰烈烈，想拿冠军、亚军，但我们做不到，我们的人员底蕴支撑

不起我们喊这么宏伟的口号，我们只是靠着“我们想打个国赛”的信念过来的。因为队伍里

很大一部分主力队员是来自于没打成国赛的 21赛季，大家想再打一年。

2.1.3 团队氛围与管理方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的素质和队伍财力决定你能以什么方式管理队伍。我们无法

像一些富贵学校那样，实行企业化管理，实行奖惩制度。我们属于“用爱发电”的团队。

我们通过管理层与队员不断的交流、沟通，让大家都要想明白自己想做什么，想做到什

么程度，从而有部分主动工作的人，和部分能催的被动工作的人。



2.2 人员与项目管理

在这种管理方式上的团队氛围，只能是一种乐呵呵的氛围，难以是那种斗志昂扬、干他

娘的的氛围，这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我们的队员素质的有限性。

在乐呵呵的团队氛围上，我们所组织的团建活动只有出去吃饭与公费喝奶茶，也有助于

改善队员之间的关系。

2.2 人员与项目管理
人员的管理上，最高的管理层人员是队长、项管与副队长；下一层是兵种负责人与技术

组负责人，即步兵、英雄等组长与电控、视觉等组长。

我个人认为，人员与项目的管理在财力、队员素质有限的“用爱发电”的队伍中，是不可

分割的。人员的管理会影响队员工作的状态、心情，影响他工作的动力、效果，影响项目的进

度。

我们的人员与项目管理将建立在前文的结论——“乐呵呵的团队氛围”上。人员管理呈

现出“用爱发电”的特点，项目管理表现出“悠闲、佛系”的特点。

2.2.1 交流、沟通

对于我们这“用爱发电”的队伍，只能通过融洽的关系确保队伍正常运作。我们的队长

与项管同志，经常与队员进行聊天谈心，一是了解队员的情况、诉求、目标、规划，二是向队

员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目标、对比赛的观点、动力的来源，力求取得共识。

2.2.2 队员的动力来源

队员的动力是“用爱发电”的队伍中，确保项目正确，甚至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

前文提到我们很大一部分主力队员是来自于没打成国赛的 21赛季，大家想再打一年，这
一部分队员是具备自发动力的，是属于不需要催进度的类型。

另外，有一些队员是 2022新队员，没有经历过 2021的遗憾。对于他们，一是要让他们
充分体会到比赛的魅力，二是让他们在队伍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己的目标，然后才有

可能为之奋斗。在这部分工作中，我们的项管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他经常与队员谈心，向

队员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介绍他为什么要打这个比赛，这个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新队员，

一些我们通过引导与交流，能够激发他们的自发动力，从而不需要催进度。

2.2.3 催进度

无法激发动力的新队员，与较摆，较佛的老队员，则需要进行催进度。

我们的催进度方式，是精准催进度，只针对进度不足的队员进行催促，频率大概在一天

一次。对于进度没有问题的队员，不会进行催促，只会进行每周的例行检查。总体来说较为

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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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员与项目管理

对于摆烂、催不动的，我们也没有好的办法。如果进行施压，很容易导致退队。这是由于

我前面提到过的学校“低素质学生”导致的。对于摆烂的队员，我们只能放任自流，我们也无

法以“踢队”作为威胁，因为前文也描述了，我们是一支“用爱发电”的队伍，无法实行奖惩

制度；学校热衷于打造“小社会”，使学生“充实”，“夜郎自大”。

2.2.4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的方式，建立在队员、队伍的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每个队伍的情况有所不同，互

相之间无法照搬，只能进行借鉴，摸索。

由于不对有动力队员催进度、精准催需要催的队员的进度、对摆烂的队员放任自流，我

们的项目管理呈现出悠闲、佛系的特点。这样也具备有一个优点，就是不容易赶走人。因为

在南理工低素质学生的背景下，是很容易产生队员离队的现象的。前文也提到，2020赛季的
队长的变态管理逼走了一大批本科生，以致于我们 2021赛季是一支新队伍。

悠闲、佛系的风格的项目管理，也注定无法成为强队。但命里无时莫强求，我们也不否

定我们的项目管理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我们为数不多能选择的方式。

2.2.5 项目推进与比赛结果

我在比赛的时候，包括 2023赛季，我经常跟大家说，“到了分区赛的时候，我们的车已
经是伤痕累累，该掉的漆都掉光了。”

是的，虽然我们秉着悠闲、佛系的风格的项目管理，但由于有一批“想再打一年”的老队

员，我们整体进度并不落后于别的学校，甚至我认为我们的进度在所有的队伍中，是较为优

秀的。

我们除工程车外的兵种的机器人，在寒假后的 3月，已经达到了可以训练的水平，并且
以较低频率开始了训练，也方便在训练中寻找问题。工程车由于结构较为复杂，直到五月底

（比赛前一个月）才达到可训练的进度，并投入了训练。高强度的训练，是从五月份开始的，因

为我们要做好分区赛不延期的准备。每天晚上我们都进行一小时的操作手训练。

结果是，我们在分区赛上，除工程车外，包括步兵、飞机、飞镖、英雄，没有出现任何影

响比赛结果的问题，没有出现任何机械、电控上的问题，没有掉任何的零件、电线。而唯一

出现问题的工程车，我们至今也不知道打浙纺的时候趴窝的原因。只能说浙纺是我们的诅咒，

我们队伍年年打浙纺，没有打赢过浙纺。

最后我们仅输给了浙纺，进入了复活赛。也算是达到了我们 2022的目标——去深圳。（虽
然最后没有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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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一些结论

3.1 臭皮匠与诸葛亮
金子旭在《结构设计的思维逻辑》里讲到，“设计者的质量远比数量重要，三个臭皮匠是

比不上诸葛亮的，三十个也不行”。

前文说到，我们靠着有热情、动力的人度过了 22赛季，进入了复活赛。而在这有热情、
动力的人中，负责主要的高技术含量的工作的，大概不超过 5个。

要说的结论是，人的能力、学习能力，会决定人的上限、能做的工作的上限，难免的会出

现有那么一两个人几乎包揽了整个组的活，这无法避免——哪怕你想把活丢给别人，也是难

以做到的。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把活丢给他，他做两个星期，那不如我自己花一个晚上

搞定，还不拖进度。那这样难免会导致马太效应，菜的人没有活干，能干的人忙死，这也是一

些队伍在 2022赛季总结的“经验教训”写“懂得放手”的原因。
这会影响另一件事，新人培训。你会遇到一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孺子不可教

也”的人，你不可避免的需要去合理的放弃，不然会浪费你的精力。

3.2 人是会累的
我自己，从 2021年省赛后开始肝，上课睡觉半夜下班，一直到了 2021去不了国赛，然

后 2022赛季开始到打完分区赛，已经累了，身体素质也有明显下降，肝不动了。
我不好说其他人能持续的肝多久，但按我的感觉，应该很难有人能连着肝两年。这意味

着一年的断代，也会是致命的事情，不要太期望在上个赛季肝了一年的人还能再全力以赴地

肝一年，做不到的。对于有过贡献的老人，我们的做法和建议是，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自由，允

许他摸着鱼干活，当然，也不要拖进度。

3.3 没有普适的方法
每个队伍都不一样。我们因为学校氛围、学生素质、学生性格的问题，前文也提到了，我

们很难去进行奖惩、压迫，所以我们也注定无法成为一流的队伍。

我的建议是，不要去照搬、照抄别人的管理模式，要结合自己队伍的情况。对于“用爱发

电”的队伍来说，最重要的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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