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质监通〔2022〕11 号 

2022 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的总结 

 

一、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教督〔2020〕

5号）文件精神，根据《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办法

（试行）》，加强和改进培养过程管理，严格学业标准，把好毕业出口质量，学

校于 2022 年 5月首次开展 2022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外审）工作，抽

检对象为 2022届省级和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本科毕业生。 

质量监控和发展规划处从各教学学院中随机抽取省级和国家级一流专业建

设点 3%的毕业论文（设计）送同行专家进行盲评。共抽检了 17个专业 65篇毕

业论文（设计），将随机抽取的毕业论文（设计），根据专业分别聘请校外同行

专家进行盲评，每篇论文（设计）送 3 位同行专家盲评，专家重点对抽检毕业

论文（设计）的选题意义、写作安排、逻辑构建、专业能力以及学术规范等进行

“合格性”考察，给出评议结果和意见。本次受邀担任评审工作的专家主要来自

衡阳师范学院、邵阳学院、湘南学院、湖南理工学院、湖南工程学院、湖南文理

学院等兄弟院校。 

二、值得肯定的地方 

各学院各专业比较重视毕业论文(论文)工作，总体能够按要求积极配合本

次毕业论文(论文)抽检工作，抽检材料上报比较及时。 

经过认真评阅，专家们对 2022届毕业论文(论文)工作总体评价较好，对毕

业论文(设计)的质量总体较为满意。专家们认为所抽查论文(设计)的选题总体基

本符合专业培养目标，部分选题比较好，能体现综合训练基本要求，难易度较为

恰当，工作量较适中，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多数论文总体较规范、

结构比较完整，逻辑较清晰、语句比较通顺、比较符合专业要求。所抽查论文中，

有 21篇论文（设计）评价的平均得分在 80分及以上，属于“良好”等级，占比

为 32.31 %。 



三、存在的问题 

结合专家评阅意见和论文抽检工作过程，发现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 论文（设计）总体质量有待提高，个别质量较差。所抽查论文中，有 13

篇论文（设计）评价的平均得分在 60-69 分，占比为 20 %，按学校有关文件规

定，属于“及格”等级，需要加大修改完善力度，才有可能通过答辩获得“中等”

及以上等级（这是获得学士学位的必备条件）。有 2 篇论文（设计）评价的平均

得分未达 60分，占比为 3.1 %，属于“不合格”等级，需要重新开展论文工作、

修改后方可参加答辩。29 篇论文（设计）评价的平均得分在 70-79 分，占比为

44.62 %，属于“中等”等级。 

2.论文（设计）质量专业分布不均衡，部分专业亟待加强论文（设计）工

作和提高论文（设计）质量。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论文（设计）专家评价总体

均分达到 80 分以上，而有少数专业的论文（设计）专家评价总体均分低于 70

分。 

3.论文选题与题目质量问题。如有的论文（设计）题目范围偏大；有的论文

题目可加强凝练；有的题目难度较低、毕业设计的工作量不足；有的论文选题的学

术意义与实用价值不足。有的专业论文（设计）选题类型偏单一，未能体现多样

化要求。 

4.论文（设计）内容与结构的问题。有的论文研究现状分析偏薄弱、不够深

入或不够精炼，有的研究现状缺少国外研究进展。有的概念界定不清楚，尤其是

核心概念缺少操作性定义；有的研究方法使用不够规范；有的论文架构和内容聚

焦论文主题不够、逻辑连贯性不强，有的论文各个部分的逻辑安排需优化，各部

分的关联度、结合度有待加强和深化；有的论文内容前后一致性不够，总结与反

思部分离题、建议与研究结果相矛盾；有的主体内容没有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部分之间有脱节拼凑之嫌。有的论文实际内容空洞，缺少实验过程支撑；有的论

文或研究设计创新性不够，创新点不够突出、独创性设计较少；有的存在设计环

节的缺失。有的毕业设计图纸质量不高，存在较多差错；有的研究方案表述上存

在一定错漏；有的论文（设计）中存在明显的计算错误。有的毕业论文(设计)

替代材料不规范。 

5.论文（设计）体例格式规范问题。有的论文摘要存在不足，如需要解决的



问题提炼不清晰，没有体现出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有的摘要背景知识写得太多，未

完全体现文章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有的英文摘要的英语表述有待改进。有的关

键词太少。有的论文标题序号层次体系不规范、层次混淆。有的语句不通顺，标点

符号使用非常不规范。有的图标不规范，如部分三线表的表格不完整，部分表格没

有表头；有的论文的维度分析、层次分析不清晰或重点不够突出；有的缺乏自己的

实证调查或实验数据支撑，多为引用他人的文献结果；有的引文注明出处不规范，

有的引用他人成果的地方没有注明出处；有的参考文献中没有外文参考文献，也无

文中引用，有的英文参考文献书写不规范；有的参考文献偏少，格式不合要求；有

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正文中引用标注；部分参考文献年代久远，部分参考文献缺页码

或页码混乱等。有的参考文献数量过少，全部为书、国家标准或者学位论文；有的

参考文献引用较为随意，格式不正确，没有按照顺序标号。调查类毕业论文最好能

以附件形式附上调查问卷。有的文中存在错别字，需要仔细修改。 

6.论文（设计）工作管理问题。本次抽检折射出一些专业的论文（设计）管

理存在问题。如有部分被抽检论文（设计）未能按期完成提交，只好另抽检其他

学生的论文（设计），论文（设计）工作未能按计划开展；有个别提交的材料未

经指导教师和专业负责人认真审阅、提交的材料存在疏漏。 

四、进一步做好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建议 

1.加强对指导教师、学生论文工作规范与要求的相关培训。定期召开毕业论

文（设计）动员大会或举办专题辅导讲座，让全体教师特别是新任教师熟悉相关

文件。同时结合培训，把相关文件转发给学生，让每一位学生清楚毕业论文要求。 

2.强化管理和教育教学质量文化的建设。在质量保障机制上，应该强化对本

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过程管理和过程评价，对开题、中期检查、送审、答

辩、辩后修改等流程加强管理，加强教师的指导责任和指导投入，将指导本科毕

业论文的合格率、优良率作为绩效评价指标之一，引导教师回归教书育人初心。

加大选派责任心强的教师作毕业论文(设计)指导老师，合理分配指导老师指导工

作量；教研室可适时开展毕业论文（设计）教研活动，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处

理、更正和补救。 

3.合理鼓励和规范毕业论文(设计)多样性工作。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背景

下，本科毕业论文形式正趋于多样，包括论文、调研报告、实验报告、文学艺术



作品、产品开发、规划设计、案例分析、创新项目等，在遵循专业要求的前提下，

合理把握和鼓励毕业论文(设计)的多样性发展，避免毕业论文(设计)选题的单一

化倾向。同时应强化毕业论文(设计)替代的管理、规范工作流程和专业要求。 

4.按照 OBE理念加大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和人才培养改革力度。进一步修订

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在相关课程中强化对本科生初步的科研意识与素养的培养，

促进学生“做真论文，解决真问题”。结合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开展情况，在提

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人才培养方式，以及如何实现教育教学改

革的创新。 

 

                                       质量监控与发展规划处 

                                            2022年 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