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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指导阶段过程性材料 

按照培养目标，围绕学科和专业，选择有一定实用价值的、具有所学课程知

识、能力训练的题目，在逐年积累的基础上建立毕业设计题库；及时与学生沟通，

根据学生能力水平和个人喜好确定毕业设计的题目。 

 

图  毕业设计题库部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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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选题集中指导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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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务下达阶段过程性材料 

在任务下达阶段，首先通过学校的毕设指导与管理平台将学生名单派发给具

体的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收到名单后建立相应的沟通群，与同学们沟通具体的细

节，其中重要的环节是向学生下发设计任务书，讲解任务要求和注意事项。 

 

图 1 在系统中分配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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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指导老师成立指导教学聊天群 

 

 

图 3 毕业设计任务书 

三、毕设过程指导阶段过程性材料 

本届毕业生最后一学年在校外开展岗位实习，因此指导教师只能通过线上

与学生进行交流，方式有多种，如线上面对面即时交流、文字+语音间断性交流

或者教师将批改及指导的过程录制成视频后返回给学生的方式交流。相关佐证

材料为学生的多次交稿过程和教师与学生的沟通界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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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生多次提交申请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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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指导批改过程 

四、成果答辩阶段过程性材料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在答辩环节开展之前制定了答辩环节实施方

案、毕业设计评阅表、毕业答辩成绩评定表等指导性文件，指导老师根据学生

的毕业设计选题、作品的完成情况及其答辩环节的表现，拟定提问环节的具体

问题，考查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语言表达能力、能力情况等方面，最后答辩

委员会给出学生答辩环节的成绩。 

 

图 6 答辩实施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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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答辩成绩统计表 

五、资料整理阶段过程性材料 

资料整理阶段要求同学们核查零件图和毕业设计成果报告等各项资料的完

整性和规范性，对缺项的材料及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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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整理毕业设计资料 

六、质量监控阶段过程性材料 
为了提升毕业设计成果的质量，向学生提供了排版要求、成果报告模板、工艺规程模板等

资料，开展专题会议进行培训，在毕业设计的整个过程中监控学生提交的成果文件的规范性。 

 

图 9 为学生提供标准化模板和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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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毕业设计整体情况分析报告 

毕业设计在整个教学环节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教学环节具有锤炼和检

验学生对科学方法的掌握能力，对知识自我获取、掌握、运用的能力，以及综合

运用知识进行二次开拓、创新及实践的能力。 

（一）总结毕业设计过程 

（1）毕业设计说明书的文章结构完整，文章目录包含了研究对象的提出、研

究对象功能与结构工艺分析、材料选择、工艺规程编制、数控程序编制、仿真分

析等过程，较好的体现了本专业研究事物的一般过程； 

（2）毕业设计文字资料的排版合规范、合理；图样中的文字、线条清晰明确；

文字描述比较详尽，但部分同学的语句不够通顺，专业性不强、口语化，对研究

对象的分析存在词不达意； 

（3）部分同学同时完成了零件的三维图档（UG）和 CAD 二维工程图档。

二维图档的绘制过程中，学生使用了企业常用的标准图框，所绘制的零件图样清

晰完整，视图配置基本合理，较好的展现了零件的几何结构特征。其次，图样尺

寸与几何公差要求标注基本正确，技术要求基本合理，能较好的与设计说明书相

呼应； 

（4）设计成果中的“工艺规程”文件较好的展现了零件加工的工艺过程，

内容也较完整。存在的不足是，工艺图样的线条和标注欠规范，部分同学的工艺

过程欠考虑，较理想化，没有充分结合企业具备的工艺条件、加工成本与效率、

装夹、精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5）设计成果中的“程序清单”文件尝试了针对某一道工序进行数控程序

的编制，程序格式完整，但某些语句存在错误，缺少对程序语句功能目的的说明；



12 
 

部分同学采用自动编程方式，语句冗长、拖沓，反映出学生自动编程软件参数设

置的不合理，经验匮乏。 

（二）选题分析 

依据人才培养方案设定的人才培养规格，本届毕业生的毕业设计全部选择了

机械类零件作为载体，教师向学生下发任务书、工程图样等资料，学生根据任务

内容、设计对象和设计要求等开展毕业设计的各环节，如翻阅文献、研讨、建模、

绘制工程图样等设计过程。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本届毕业生的选题进行分析： 

（1）选题的类型分析。设计对象类型多样，基本涵盖了各类零件的工艺方案

设计。使用传统方法对本次毕业设计的零件进行分类，包含轴类、盘盖类、箱体

类和叉架类零件，能契合学生未来岗位上的工作对象；但从航空发动机所限定的

专业领域上进行分类则存在一些不足，在 27 个毕业设计选题中，航空发动机类

零件的占比小于 50%； 

（2）选题的难度分析。本次毕业设计的整体难度适中，不同选题间的难度较

为均衡，但个别题目的难度偏大，如差速器壳、前刹车调整臂外壳等；难度体现

在零件的三维构型复杂，从而为图样到三维模型的转换难度超出了学生的承受范

围，图样上的技术要求识读超出了大部分学生目前所能具备的知识范围；其次，

个别题目偏简单，零件结构特征数量少且单一，工艺过程简短，对学生的知识和

技能考核不足； 

（3）选题涵盖的知识和技能点分析。所有选题均涵盖了《机械制图》、《公

差配合与测量技术》、《多轴数控编程与仿真加工》、《航空零部件三维建模》

等课程，涉及到其中尺寸偏差、几何公差、测量技术等知识点，同时考查和训练

了学生的三维建模、数控自动编程、编制工程图样和工艺方案等能力。 



13 
 

（三）成绩分析 

2024 届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成绩曲线如图 10 所示。分析可知，

成绩曲线波动明显，大部分学生的成绩位于 70-80 分之间，也有少部分学生刚好

及格，只有极少部分学生成绩超过 80 分。客观原因是学生在外实习，工作占用

了学生大部分时间，从而降低了成果质量，主观原因是毕业生开展毕设的积极性

不高，仅有极少部分同学愿意竭尽全力完成毕业设计，绝大部分同学不愿意花太

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毕业设计，只是为了实现顺利毕业的目标，其次学生自身的水

平有待提高。 

· 

图 10 2024 届航发制造专业毕业设计成绩曲线 

（四）存在的问题 

毕业设计资料的分析表明，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均能按要求完成毕业设计的

内容，态度认真，执行力较好，通过“毕业设计”这一教学过程，达到了提高学

生综合能力、素养的目标，但也反映了一些不足。如： 

（1）学生对办公软件的使用非常不熟练，不了解常用的操作，排版作业也是

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才勉强完成，甚至是由指导老师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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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的文字功底较低，不能较好的组织语言，词不达意、“挤牙膏”现

象比较突出，文字描述部分存在网络抄袭现象（未注明引文来源）； 

（3）UG、Auto CAD 等专业软件的使用不熟练，了解基本操作，但没有深

入钻研，因此在使用时存在不少困难； 

（4）机械制图、公差配合、机械制造工艺、手工编程等专业课程的掌握不够，

在开展毕业设计的过程中反映出不少知识盲点； 

（5）学生的自学意愿和自学能力较低，在遇到知识盲区时，学生不愿意去翻

教材和网络检索，而是简单粗暴的依照自己没有依据的方法解决问题，反映了学

生比较懒惰。 

（五）改进措施 

针对本届毕业生开展毕业设计过程暴露的教师的管理、指导过程和学生能

力、知识等方面的不足，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从而促进下一届毕业生

毕业设计质量的提升： 

（1）毕业设计是对学生三年学习成果的检验，因此，其质量的高低并不是

完全由最后几个月的毕业设计指导过程决定的。毕业设计质量的提升应该是一

个全员、全过程参与过程，教师应致力于在日常教学中提升教学质量，让学生

掌握支撑毕业设计成果的相关课程； 

（2）帮助学生克服厌学情绪和懒惰习惯。通过言传身教、典型示范、积极

鼓励等方式引导学生克服懒惰心理、改变思维方式、积极查阅资料； 

（3）开展毕业设计前，给学生充充电、补补课，复习完成毕业设计必须具

备的机械制图、公差配合等方面的知识，再一次培训 UG、Auto CAD 等专业软

件的操作方法和技巧，减少学生的拦路虎从而提升学生完成毕业设计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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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规范性培训。下发毕业设计任务阶段，向学生讲解毕业设计的模

板、优秀毕业设计范文、文字排版标准、排版方法等，养成学生的规范意识和

文字编辑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