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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题目、任务书质量检查

工作总结报告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是对学生知识综合运用与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最

重要的教学环节。2023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将要接受全省本科生毕业

设计（论文）质量抽查和审核评估专家抽查。毕业设计（论文）题目、任

务书的质量对毕业设计（论文）整体质量影响重大，“省检”与审核评估

对此都有具体要求。为确保质量，学校决定对 2023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任务书进行质量检查，其中任务书是初次进行质量检查，现将检查

工作总结如下。

一、工作概况

教务处根据学校要求，于 11月 3日下发工作通知，对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和任务书质量检查工作做了安排部署。截至 11 月 16 日，共收 9 个学

院 29 个专业按时报送的 3968 套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和任务书材料。

教务处于 11月 16 日至 25 日聘请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督导专家及高水

平教师共计 94人，对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和任务书进行了质量审核。从

审核结果看，各学院能够严格按照学校要求，认真落实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拟定及任务书撰写工作要求，毕业设计（论文）题目能紧扣专业培养

目标要求，任务书能明确研究内容及各阶段主要工作，2023 届毕业设计（论

文）题目及任务书整体质量所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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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核结果分析

（一）专家审核结果分析

专家对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和任务书进行了严格逐题、逐项审核，

其中专家审核通过、且没有修改意见的共计 1685 套，占比 42.5%；提出明

确修改意见的共计 2250 套，占比 56.7%；未通过审核的题目和任务书共计

33套，占比 0.8%（见图 1）。其中，人文与教育学院、医学院、传媒学院

严格落实学校文件要求，从教研室、学院层面严把设计（论文）题目及任

务书审核关，专家提出的问题较少，质量较高（见表 1）。

图 1 2023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及任务书审核结果分析图

表 1 各学院审核结果未提出修改意见占比情况（%）

序号 学院 毕业生人数
专家未提出

修改意见
占比%

1 人文与教育学院 258 206 79.84 %
2 医学院 539 352 65.31 %
3 传媒学院 378 219 57.94 %
4 电子信息学院 103 47 45.63 %
5 商学院 421 185 43.94 %
6 土木工程学院 377 155 41.11 %
7 设计艺术学院 776 315 40.59 %
8 机械工程学院 307 83 27.70 %
9 会计学院 809 123 15.20 %

合计 3968 1685

（二）企业导师参与指导情况分析

来自企业一线的企业导师参与指导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1213 个，占

比 30.6%，符合审核评估指标中关于来自企业一线的企业导师参与指导“达

到 20%以上”的要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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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3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企业导师参与指导情况分析图

（三）社会实践类题目占比情况分析

计划在实验、实习、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和生产实际中完

成的题目共计 2491 个，占比 62.8%，符合审核评估指标中该项须“达到 50%

以上”的要求（见图 3）。

图 3 2023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社会实践类题目占比情况分析图

三、工作亮点

（一）商学院开展毕业设计（论文）选题环节专家意见反馈会

为确保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写作质量，商学院各专业于 11月初以不

同形式，分别组织召开了 2023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推进会。邀请

督导处专家对题目及任务书进行审核，并组织了专家意见反馈会。反馈会

再次明确了选题原则与任务要求，从学科专业角度对套选题是否符合专业

方向、是否具有研究价值、是否联系社会实践，以及选题工作量是否适宜、

是否具有可行性等方面对毕业设计（论文）题目进行了逐一评审，对任务

书中的研究目的及意义进行了讨论，以确保本届毕业设计（论文）选题紧

密结合生产和社会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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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开展毕业论文选题环节反馈会

（二）医学院扎实开展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及任务书论证工作

医学院通过总结 2022 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征求老

师在指导过程中的意见，多次召开典型经验交流会，根据专业特点充分论

证题目及任务书的可行性，专门针对 2023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及

任务书进行了全面审查，并就选题方向做了深入探讨，从研究性质到研究

方法给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确保毕业设计（论文）充分体现学生的知

识水平、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医学院开展毕业论文题目论证会

四、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个别学院的审核结果与学校专家组审核结果差异较大

个别学院质量审核结果与学校专家组审核结果相差率超过 30%，学院审

核“通过”的占比较高，而学校专家组审核“通过”的占比较低，显然个

别学院审核尺度较为宽松，把关不严。例如：二级学院审核结论为“通过”，

但学校专家审核意见为“主要内容含糊不清，参考文献陈旧”“研究范围

过大，任务书任务不明确”“任务书第一部分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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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题目有一定的出入，题目里没有‘价值链’‘大数据’，但是本部

分分析一直围绕这个主题在说，建议可以更新题目，以匹配题目和内容”

等等。

（二）部分学院指导学生数量过多

人文与教育学院、设计艺术学院、会计学院等学院，大部分指导教师

指导数量在 10-12 个，不符合学校“每名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生人数原则

上不超过 8人”要求。指导教师指导学生人数过多，将导致教师精力不足，

无法做到对每名学生都细致指导。

（三）个别题目难度偏大

许多专家指出，部分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研究范围大，研究难度大，

超越了本科生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题目不适合学生选用。例如《风险导

向审计视角下公司内部审计外包的质量控制研究》、《制造业研发投入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商

业银行经营管理策略的探究》等。题目研究的内容、范围太大，学生达不

到研究上述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五、工作建议

（一）加强学院的组织管理

各学院应把握整体工作质量与进度，抓住主要环节，督促指导教师认

真履行指导职责，严格按要求及标准开展各环节工作，及早纠正，避免后

期突击修改、出现返工的现象；对题目偏大及任务书布置不合理的情况，

整改后由学院抽调专家进行评阅，结果反馈教务处。

（二）合理配备教师，保证指导质量

各学院可结合师资队伍现状和专业实际，适当聘请校外专家及企业导

师参与指导，倡导大力引进有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参与指导，以提高毕业

设计（论文）质量，弥补师资不足的问题，同时积极探索校企联合指导毕

业设计（论文）新模式，鼓励学生到就业单位做毕业设计（论文）由校内

第一指导教师进行全程跟进及监控。

（三）强化疫情形势下的线上指导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而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各学院应强

化疫情防控期间过程管理，精准有效地开展后续指导工作，做好后续学生



本科教学简报 2022 年 12 月 总第 26 期

- 6 -

开题报告的组织工作，以确保和线下指导等质同效，力保后期评估顺利通

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