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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航模模社社团团，，让让自自制制飞飞机机飞飞上上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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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组航模社
团，全都靠自学

6月2日，在济南电子机械
工程学校，办公楼前的广场上，
整齐摆放着几架无人机，一架
正在天上恣意地飞翔，田万桀
和另外三名同学手拿遥控器，
通过手机屏幕认真看着飞机的
飞行姿态。

飞机下的这四个人便是这
个航模社团的创始人，2014年
入学就开始酝酿组建一个学生
航模社团，并在学校支持下成
功组建，转眼间已经快两年时
间。

“其实除了我以前接触过
一些航模，其他三个人基本都
是从零开始的。”虽来自不同的
专业，但当看到在学校玩无人
机的田万桀时，陈福龙、刘宇
航、董昌江找到他，一个航模小
组就这么组建起来了。“当看到
我们自己玩着航模时，学校也
表示支持我们。”刘宇航说。

“飞机机翼上部空气流速
快，下边流速慢，才能产生上升
力，机翼形状、角度都会影响飞
机性能……”刘宇航说，玩航模
与遥控玩具不一样，不仅要飞
起来，还要了解原理，“要学空
气动力学的一些知识，这些全
靠自学。”对于刚刚初中毕业的
几个小伙子来说，这一切都有
些困难，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
自己做的飞机真的能飞起来
了。

努力两个月，让废
泡沫板飞机上天

在学校广场上，几个看似
简单的泡沫板飞机吸引了不少
同学的注意，虽因风大无法起
飞，但对四个小伙子来说，这些
用废泡沫板制作的飞机却是他
们的真爱。“看这架民航飞机，乍
一看看不出啥特点来，但这是我
们制作的第一架不靠螺旋桨起
飞的航模，材料都是学校里废弃
的泡沫板。”田万桀十分得意。

“根据网上的航模图片，我

们自己计算尺寸，刻出飞机形
状，购买零部件，一次次地试
飞。”田万桀说，这架飞机仅仅
设计机身就用了他们一个月的
时间，反复调试后，终于能飞上
天了，“只是飞行还不平稳，还
算不上一个成品。”

实际上，这架民航飞机并
不是他们自己制作的第一架飞
机了，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自
己制作的飞机航模已经有五六
架，“虽然与网上卖的成品相
比，显得十分粗糙，但基本都能
飞起来。”刘宇航说，在这架“高
技术含量”的民航飞机诞生之

前，一架“F-22”模型是他们的
代表作。“制作机身一个月，试
飞试了20多次，前后两个月，才
把它整上天。”起落架、升降舵、
螺旋桨……让飞机起飞的部件
都是自己制作或安装。

学校出资支持，要
给学校绘张立体图

“50米高了，平视拍8张、四
十五度角俯视再来8张……”几
个人操控着一架航拍无人机甚
是熟练，这架无人机是学校专
门为支持航模社团发展购置

的。“过几天就要去企业实习，
希望在走之前，送给学校一份
礼物。”田万桀和队友正在制作
一份学校的3D立体图。

“学生社团也是对学校课
堂教育的一个补充，学校也希
望通过支持这些学生兴趣社团
让学生获得更全面的发展。”济
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如今学校里各种
各样的学生社团吸引了不少学
生参与，五子棋社团、武术社
团、手风琴社团等不少社团都
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扶持。

“学生们学的专业虽然不
一样，但在学校的教育中就要
给学生提供多种发展的可能
性。”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去年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
上，三位来自济南的参阅士兵，
有两个都出自济南电子机械工
程学校，当时只有18岁的陈玉
豪还是最年轻的旗手。

通过参加社团，主动去学
习一些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这也是田万桀和小伙伴们的收
获，2日下午，田万桀还在自学着
修图软件的使用。“过不了几天
就得去实习了，时间可能有些
来不及，好在还有好多队友，他
们会帮我们完成。”田万桀说。

操控着自己制作的飞机，在天上灵活地飞来飞
去，这或许是许多人的梦想。在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
校，就有这么一个航模社团，四个小伙子从零开始，
在学校支持下，自学航模知识。成立两年，已发展为
20多人参与，拥有多架自制飞机的社团。

据悉，学校目前已成立棋类、武术、美术等17个学
生社团，航模社团是众多学生社团中的一个。让学生挖
掘自己的兴趣点、闪光点和潜力点，寻求多样化的发
展，是学校重视学生社团建设的主要目的。

本报记者 尹明亮 通讯员 曾宪国 杜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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