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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成本报告由浙江大学 ZJUI META 战队编制，适用于 RoboMaster 2024 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主要撰写

人员包括：冯焕宇和徐晟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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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比赛文化及内容的认知及解读 
RoboMaster机甲大师赛，是由 DJI大疆创新发起并承办的机器人赛事，作为首个全球性的射击对抗类

的机器人比赛。自办赛以来，比赛方秉承“为青春赋予荣耀，让思考拥有力量，服务全球青年工程师成为

践行梦想的实干家”的使命，鼓励广大高校学生参与科技创新实践、团队协作执行任务，从而达到提升工

程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的一个结果，在为社会培养出众多爱创新、能协作、懂实践、勇拼搏的科技精

英人才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在社会层面上提高了人们对工程实践的重视程度。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比赛侧重参赛队员对理工学科的综合应用与工程实践能

力，比赛需要学生掌握“机器视觉”、“嵌入式系统设计”、“机械控制”、“惯性导航”、“人机交互”

等众多机器人相关技术学科内容，但现代大学生在大学生涯里大部分时间只能接受到理论知识，缺少动手

实践的机会，而本次大赛给大学生提供了珍贵的实践机会，学生在备赛过程中需要自主进行结构设计、加

工装配、代码编制并且最后操作自主研发的机器人进行比赛。在此过程中，知识和实践相辅相成，学生在

更好地理解所学知识的同时也将其真切应用到生活中去。 

RoboMaster机甲大师赛注重趣味与创新。作为将电竞作为机器人设计合理性和性能最终测试环节的独

特比赛，创新的比赛方式使得比赛的趣味性大大增加，形成良好的社会传播力。同时大赛对机制的优化和

创新从未停止。在今年，RoboMaster大赛的规则发生了许多改变，对参赛选手制作的机器人具备远距离视

觉识别能力和机械硬件设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期学生在不断创新中前进。 

RoboMaster机甲大师赛具备国际的视野和良好的交流功能。作为世界性的机器人竞技平台，它不仅仅

是中国大学生的机器人比赛，未来也将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科技爱好者共同参与的机器人竞技项目。在比

赛中青年工程师之间碰撞出技术和精神层面的火花，不仅对高校学生自身的提高大有脾益，同时也对行业

和科技发展起到导向和推动的作用。 

RoboMaster正在为高校新型人才培养带来一场突破性革命，在促进机器人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为参赛

队员搭建一个全面交流的平台，他们在比赛中成长，在实践中进步，朝着改变世界的梦想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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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队伍核心文化概述 
Meta 是一支年龄仍然较小的队伍，前身为 Meta-Illini 战队，于 2023 赛季进行了再组队，成员基本

由浙江大学国际校区的伊利诺伊厄巴纳香槟校区的同学组成，它同时继承了伊利诺伊大学“Learning and 

Labor”和浙大的“求是创新”精神：“爱折腾”，成为机器人创新实践基地里最重要的团队，新鲜的点子是

像我们这样成立的战队最好的养分，任何有想法的点子都不会被忽视，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绝不会只停

留在想象层面。 

Meta 战队于 2022 赛季以来经历了很长的考验，由于学院教育体制，招生人数较少，同时我们需要在

大三时前往大洋彼岸的伊利诺伊进行交换学习，这使得我们国内队伍的主力队员无法保持长久的长周期的

工作，若是继续保持联队，队员们不仅要跨越平均十二小时的时差，更要克服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因此

于 23 赛季进行了国内队伍的重整。由于国内队伍目前基本且可能长久由大一大二的队员组成，每年的传

承都决定着 META战队是否还能生存下去，但热爱一直是我们战队的核心。在之前学长的设计基础上，我们

重新从零开始学习机械、控制相关知识，每一个队员们发挥了自己在团队中最大的作用，无数个熬夜 debug

的夜晚，无数个在实验室度过的假期，早已将队员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队员们通过入队能更早更深刻

地接触到各种机器机床的实践原理和实践手段，能够更加带感地体会跑马灯在电路板上像精灵般的跳动，

能够学会使用绘图软件去设计机器人结构，使用编译器去编写代码。在这里，是他们机械梦的起点。在 23

赛季我们参与了上海站联盟赛，光是能够小组出线就已能让我们感受到团队的骄傲。“极致者可敬，创新者

无畏”，我们相信纵使人员短缺，我们也将随着一代一代人的传承推进我们终将让这个队伍不断发展。 

我们的战队口号是求是创新，这个口号时刻提醒着我们要反思当前队内的困难情况，在研究中实事求

是，敢于研究新东西，整新花活，在磨练自身科研水平的路上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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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团队文化建设的具体方案 
3.1团队文化建设目标 

团队文化现状分析 

战队秉持求是创新的理念，热爱一直是我们战队的核心，由老一届队员培训、带领新一届队员从零开

始学习机械、控制的相关知识，尽可能让每一个队员都能参与进来，能在战队中发挥了自己在团队中最大

的作用。在这几年的传承、积累下，不仅老队员的综合能力得以提升，团队的凝聚力不断增强，新队员也

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学习新本领，感受战队的文化氛围。 

通过近几年的积累，战队的制度、体系在不断完善，已经有了趋于稳定的趋势，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

分工明确，也能够彼此配合，共同攻克难题。这也是我们能够在近两年的比赛中有所突破的重要原因。 

然而，战队中仍然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新队员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以及各个分组之间的协调还

有改进空间。 

3.2 团队文化建设计划 

健全新生的培训计划 

由于国内队伍目前基本且可能长久地由大一大二的队员组成，每年的传承都决定着 META 战队是否还

能生存下去，所以对于新生的培训我们一直在尝试着摸索出一条有效的道路。吸取去年的教训，今年我们

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培训计划，在教会新生基础技能的基础上，我们尝试让各个机器人的负责人手把手地、

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组教学并熟悉未来的工作。 

实行常规周会制度 

周会作为战队文化的一部分，选择在每周日晚上八点定期在实验室举行。周会将繁忙的战队成员聚在

一起，汇报上周进度，设定新的一周的目标，共商战队事宜，极大得增加了队员的归属感，集体自豪感。

周会作为一个信息分享与沟通的平台，让不同的组分享工作进展、项目动态，避免重复努力，提高协作效

率；作为一个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平台，队员们可以提出遇到的困难，得到战队的反馈和建议，及时解决疑

难杂症。周会制度的实行，有助于提高战队的整体效能，促进队员间的协同工作，确保各个项目团队的目

标顺利实现。 

营造更好的实验室工作氛围 

实验室有了更加严格、详尽的管理，能够为战队提供更好地工作环境与氛围，提高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