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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 程专业”毕业设计过程管理办法 

朱昌平 ， 王瑞华 ， 朱陈松 ， 黄 波 

(河海大学 a．计信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b．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针对大学生“找工作和考研”对毕业设计的冲击 日渐严重，论文对如何保证毕业设计质量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明：对“毕设布置、课题论证、开题报告、每周交流、中期检查、限期整改、实物验收、论文 

答辩、成绩评定、毕设评优”等 10个环节制定出明确的管理办法，使教师和学生均有章可循，加之校、 

院、系三级齐抓共管，毕设的质量即可得到保证，学生能从严格的毕设过程获得就业与发展的真才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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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college students looking for a job and taking part in the entrance exams for postgradu- 

ate has a great Impingement to graduation project，this article studied how to guarantee the graduation project’S qu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the following ten links such as arrangement of graduation project，argumentation of subject，ini— 

tiating of the report，communication weekly，middle term’S examination，rectification and reform，practical check，the— 

sis reply，score appaisal，excellence judge of graduation project，definite management methods are formulated to make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ve rules to follow，plus joint efforts of university，institute and department three levels，the qual— 

ity of fraduation project is guaranteed and students can get real ability and learning from the rigorous process of gradua— 

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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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毕业设计是教学计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教 

学计划中最后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学生毕业资格 

认定的重要依据；是本科生在 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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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技能的基础上，进行专业研究初步训练的重要环节， 

是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综合考核的重要方式，也 

是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前的基本训练；是提高本科生知 

识、能力、素质的关键性步骤，毕业设计对大学生今后 

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近几年的连续扩招， 

使大学由精英教育逐渐发展为大众教育，大学生的就 

业也越来越困难，当前职位已经供大于求，因此，越来 

越多的毕业生选择了考研或者把找工作的时间提早。 

由于毕业设计和找工作 、考研在时间上有冲突 ，许多学 

生对毕业设计的重视度不够，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 

了找工作和考研，致使毕业设计的质量不高⋯。本论 

文针对这一现象，并结合河海大学常州校区的实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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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证毕业设计质量进行了研究 ，提出加强毕业设 

计的过程管理，对其 10个环节“毕设布置、课题论证、 

开题报告 、每周交流 、中期检查 、限期整改 、实物验收 、 

论文答辩、成绩评定、毕设评优”制定过程管理办法， 

在每一过程中均对教师和学生提 出明确要求 ，使毕业 

设计的每一过程使教师和学生均有章可循，从而使毕 

业设计的质量从制度上得到保证 。 

2 毕业设计的“十环”过程管理办法 

毕业设计的 目标是巩固和扩展学生所学 的基本理 

论和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技能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初步形成融技术 、经济 、环境 、 

市场、管理于一体的大工程意识。培养学生勇于探索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和研究 

思想 、理论联系实际、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求实 

的工作作风；进一步训练和提高学生资料查阅、方案设 

计 、方案论证 、外文资料的阅读与翻译 、软件使用 、文字 

表达、论文撰写等方面的能力和技巧。其具体的过程 

管理 办法 如 图 1所示 。 

图 1 毕业设计的“十环”过程管理办法 

2．1 毕业设计的布置 

毕业设计的布置至关重要，首先要及时有效 ，大四 

的上学期要进行毕业设计的工作 动员 ，布置毕业设计 

的工作任务，安排指导老师，学生可以在本学期内跟老 

师见面，然后根据老师 的研究方向安排 自己的毕设题 

目，并开始查 阅相关 资料 ，对 以后 的毕业 设计打好基 

础。如果老师的研究方向自己不感兴趣，也可以自行 

调整指导老师。对于指导老师，首先必须具备讲师及 

以上职称(博士可除外)，每位指导老师的学生不得超 

过8人。如因工作需要可有计划安排助教协助指导， 

指导老师应该结合科研 ，认真命题 ，选出适合学生的毕 

设题 目。并且指导老师要加强对学生的指导 ，要重视 

对学生独立工作能力 、分析和解决 问题能力 、创新能力 

的培养，指导学生尽量克服就业、重修等干扰因素对毕 

业设计的影响。学生在校外单位进行毕业设计的，需 

聘请相 当于讲师及以上 职称 的科研 、工程技术人员担 

任指导教师，各系要指定教师负责联系并定期检查进 

展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 

2．2 课题论证 

课题确定是毕业设计 的龙头 ，选题质量是影响毕 

业设计质量 的重要因素 ，精心挑选毕业设计题 目，是搞 

好毕业设计的第一步 。好的选题不仅使学生具有 

足够的信心和动力，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专业特长和运 

用综合知识 的才能 ，激发学生潜在的创造力，而且还可 

以在某种程度上有效调动指导老师的积极性 ，使学生 

的毕业设计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实际应用开发的可 

能性 。针对选题要做到以下几点。 

(1)学生的课题要尽量做到一人一题 ，对于多人 

承担的同一选题 ，必须有 副标题且每个学生要有独立 

完成的工作 内容。 

(2)毕业设计的选题应根据学生所学专业进行选 

题，要有开拓性和创新性。要考虑学生的专业基础和 

时间的限制 ，要大小适 中，难 易适度。题 目一经确定 ， 

不应随意改变课题 的内容 ，如必须删增 ，需重新履行审 

批手续。 

(3)指导教师要帮助学生做好选题工作 ，指导老 

师应根据本人 的科研 、教学和毕业生就业需要或毕业 

设计课题来源情况等拟定毕业设计课题，有能力自拟 

毕业设计题 目的学生也可 自己制定题 目。学生选定题 

目后 ，教师要 向学生介绍毕业设计题 目的意义和要求 ， 

要指导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践制作等工作，并且拟 

订任务书，指定进程计划。 

对于学生，应该根据自己实际，扬长避短，查阅资 

料 ，结合老师的科研项 目，找出适合 自己的课题 。 

2．3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设计答辩委员会对学生答辩资 

格审查的依据材料之一。既是规范本科生毕业论文的 

重要环节 ，又是完成高质量毕业论文 的有效保证。此 

报告指导老师可以邀请 同专业的老师参加 ，一般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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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上老师一起组成答辩 小组 ，共 同对学生的课题把 

关 另外此报告应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在毕业 

设计 工作前期完成 ，经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及院、系审查 

后生效 ，为了使这项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要求毕业设 

计开题报告包括 以下内容。 

(1)选题依据。① 论文题 目及研究领域；② 本 

课题的目的及研究意义；③ 本课题的国内外的研究现 

状和发展趋势。 

(2)论文研究的 内容(论文写作大纲)。① 论文 

重点解决的问题 (论 文的中心)；② 论文拟开展 的几 

个大方面研究内容；③ 本课题的实行方案 、进度及预 

期效果。 

(3)论文拟采用的研究方法 。① 拟采用的主要 

研究方法；② 拟采用的软、硬件实现办法；③ 论文进 

度计划。 

(4)文献查阅及文献综述。文献查阅是毕业论 文 

撰写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学生应根据院系及 

指导教师的要求阅读一定量的文献资料。 

2．4 每周交流 

学院给学生安排专 门的教室进行毕业设计，要求 

学生每天出勤 ，不得无故缺席 ，毕业设计期间缺席时间 

达 1／3以上者 ，指导老师和院毕业设计指导小组有权 

取消该生答辩资格 ，毕业设计成绩按不及格处理。指 

导老师要加强对学生的指导 ，每周要合理安排时问与 

学生进行讨论交流、答疑和指导，及时掌握学生毕业设 

计的进度。学生要每周填写毕业设计过程管理手册 ， 

将这周所完成的任务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向 老师报告 ， 

并且要安排下周的工作。老师根据学生所写的管理手 

册做出相应的评论，给学生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 

2．5 中期检查 

为了有效地对毕业设计质量进行控制 ，河海大学 

坚持实施毕业设计的中期检查制度。检查内容是：① 

硬件调试情况；②软件演示情况；③过程管理手册填写 

情况。指导老师应该严格要求 ，因势利导，提出毕业设 

计的不足。学生应该在中期检查时对指导 演示 自 

己所作内容，并且根据中期检查的情况 ，及时对毕业设 

计进度进行调整，解决前期反映出来的问题，保证如期 

完成毕业设计任务。 

2．6 限期整改 

对于中期检查时存在问题较大的同学 ，对他们制 

定限期整改方案，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毕业设计 ， 

没有完成者不准参加毕业答辩，毕业设计成绩将计为 

不及格。避免部分学生在相对漫长的毕业设计过程中 

敷衍了事 、得过且过 ，也促使 个别责任心不强的指导老 

师增强责任意识，悉心指导学生 ，这些措施为保证 

毕业设计高质量高水平完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7 实物 验收 

在毕业设计接近尾声时，要对每个学生进行终期 

检查 ，检查学生课题完成情况 ，并对软、硬件成果进行 

验收。并作为毕业设计成绩评定的一部分。 

2．8 论文答辩 

毕业设计答辩是毕业设计工作环节中的最重要环 

节 ，它是对学生毕业设计质量的检验、评价和考核 ；也 

是对指导老师的指导工作质量的评价和检验 ；更是对 

学生创新思维的考验 ，创新能力水平的检测 ，创新成果 

的评价 ；同时还是对指导老师创新意识、思维 、创新活 

动 、科研成果的检评 。 

河海大学每年 6月 中下旬安排毕业设计答辩，具 

体 日期按教学校历执行。学院在答辩前上报本学院答 

辩工作的安排 、答辩委员会名单及答辩小组名单，并在 

学院公布。 

答辩前 3周左右 ，学生上交毕业设计全部材料 ，由 

指导教师进行答辩资格审查 ，同时写出评语 ，交评阅人 

评 阅。评阅人对设计或论文中检查出的问题由指导老 

师及时反馈给学生，并对学生进行整改的具体指导，学 

生得到教师的指导后 ，应抓 紧进行整改 ，认真准备答 

辩。由6位教师组成答辩小组组织学生答辩 ，学生答 

辩时要制作 PPT演示文稿，文稿的第一页为毕业设计 

题 目、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其后是毕业设计 的主 

要内容和存在的问题 ，对毕业设计 中解决的问题及方 

法重点讲述。答辩时间为每个学生30分钟左右，学生 

陈述与回答 问题 的时间各 占一半。答辩专家就学生 

“讲解过程思路是否清晰，语言是否流畅、简洁，条理 

是否清晰，在规定的时间内是否 能够流畅正确地报告 

毕业设计主要工作及成绩，回答问题时思维是否活跃， 

反映是否敏捷，表达是否有条理 ，有无明显错误 ，PPT 

内容是否充实，是否有足够的难度和工作量，演示效果 

好否 ，论述及结论是否正确”等内容进行考核和评定。 

2．9 成绩评定 

毕业设计的最后成绩有平时成绩、毕业论文评阅 

成绩和答辩成绩等部分组成。平时成绩由指导教师做 

出评价，主要依据学生 的出勤 、工作态度 ，过程管理手 

册填写情况，对课题的理解程度及项 目的进展情况等 

进行评价。指导教师不评阅本人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 

的论文，由学院或者答辩小组指定熟悉相应课题内容 

的教师评阅该学生的论 文，按毕业设计论文评 阅成绩 

表的内容评定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答辩成绩则按照上 

面所说 的进行评定 。 

2．1O 毕业设计的评优 

对于要参加评优的同学必须参加大组答辩 ，答辩 

小组在大组答辩中评出总成绩在 90分以上的毕业设 

计作为优秀的毕业设计。在毕业设计评优环节中指导 

老师应该把握标准 ，选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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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放 实验 室 ，开展 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 活 

动。成立 了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委员会和大学生 

课外科技创新活动指导委员会 ，开展同企业合作共 同 

建设大学生实验教学创新基地。充分发挥我校实验室 

的人 、财 、物的优势 ，调动广大教师 、科研及实验室人员 

的积极性，利用实验室、研究所的仪器设备、场地，组织 

指导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创新活动 ，设立实验室 

开放基金 ，完善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先后有 3名 

同学申请了国家新型发明专利，自制实验仪器 3台。 

在这些活动中，培养学 生分析 问题 、解决 问题 的能力 ，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科研实验技能，以养成严谨的 

科学工作态度 ，树立工程意识 ，实现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 

(4)开展研究式和课题式的学习。通过在理论课 

讲授医学科研设计基本理论，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使学生对科研 的基本环节和方 

法有所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对探索 、发 

现、创新这些概念的理解，增强了勇攀科学高峰的信 

心。近年来学生已完成科研论文 30余篇，发表 8篇， 

录用 6篇 ，其中优秀的进入大学生科研论文汇编。 

(5)以开展班主任活动为平 台，开展人 文素质教 

育。张晓教授等老师担任 l0个学员队的兼职班主任 ， 

开展人文素质 、专业素质 和创新素质教育相结合 的教 

育。利用课余时间，召开主题班会，举办人文素质教育 

知识竞赛，融历史学、心理学、地理学、医学为一体，进 

一 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 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深得学生喜爱。申报课题，开展大学生素质 

教育五年追踪研究。营造以“学生”为本 ，以创新能 力 

为核心的教育体系，为国家、社会培养出合格、高素质 

医学人才。 ‘ 

(6)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把医学急救知识通 

过小品等文艺形式表现出来，开展人文素质知识竞赛， 

增加了学习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举办知识创新专题讲 

座，邀请国家发展科学研究院院士胡松涛举办专利申 

请的专题讲座，组织学生参加成功人士李开复的讲座， 

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 

4 结 语 

经过多年的建设 ，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优化了 

教学资源共享平台、规范了实验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创建了优 良的实验教学环境，增强了实验教学手 

段 ，提高了实验技术水平。网站上的教学资源丰富，使 

用方便，具备网上开放教学与开放管理的条件。 

依托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 ，构建 了“一个 中心 ， 

两种能力，三项工程”的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体系，通过 

对实验教学环节的建设 ，建立了基础 医学实验教学基 

地。教学实践表明，教学效果良好，转变了学生对实验 

课 的态度 ，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 ，学生基础实验技能和 

综合实验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创新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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