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中乘务专业毕业设计

整体情况分析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空中乘务专业建设，推进在行业发展背景下的教学

改革，检验学生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综合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空中乘务专业积极安排部署毕业设计工作，现将

工作整体情况分析如下：

一、毕业设计组织情况

1.领导重视，积极部署

学院领导接到教务处《关于开展我院 2024 届毕业设计工作的通

知》，立即召开了专业带头人、专业教师、班级辅导员工作会议，重

点强调毕业设计工作的内容与重要性，并分别落实布置了毕业设计工

作分工与任务安排。学院第一时间拟定《旅游管理学院 2024 届毕业

设计方案》。要求各个专业按照最新的标准，匹配学院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及时更新毕业设计标准。

2.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接到任务后，空中乘务专业负责人组织专业老师再次学习并修订

专业毕业设计标准，从选题方向到文本格式进行一一探讨，确保毕业

设计内容有效且符合专业与行业发展需求。

3.认真指导，扎实推进

24 届空中乘务专业共有毕业生 49 名，毕业设计由本学院 4 名专

业教师，4名企业指导老师指导，指导老师都是本专业的专任教师，



承担专业课程，有一定的企业行业经验。专业教师在对 24 届学生进

行整体分析，在选题方向确定后，召开了全体学生毕业设计指导相关

会议，再由各指导老师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分组指导。在指导过程中，

指导老师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又给出了耐心的指导。为了确保学生

的毕业设计符合专业要求，指导老师从方案的背景设计到文字的编写，

图片的选择都需要经过指导老师的一一确定。确保方案的整体性和可

实施性。



二、毕业设计选题分析

24 届学生毕业设计主要方向集中在客运乘务类方案设计和客运

方案类方案设计。空中乘务专业毕业设计涵盖了多个方面，从客舱服

务流程的优化到旅客特殊需求的满足，从紧急情况的处理预案设计到

客舱文化的营造等。通过毕业设计，学生们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

的空中乘务工作相结合，尝试提出创新性的理念与方案。

三、毕业设计过程管理

学院对毕业设计的过程管理较为严格，通过定期的进度汇报和中

期检查，确保学生能够按计划推进毕业设计工作。然而，在实际操作

中，仍存在部分学生进度滞后，或是中期检查流于形式，未能真正起

到监督和促进作用。

四、毕业设计成绩分析

本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整体成绩在 60-70 分之间，成果评分平

均分为 62.4，答辩评分平均分为 63.8，学生整体成绩不高，主要在

于学生对新技术，行业的新发展理解不透彻，沿用行业老标准，以及

在方案设计过程中，学生不擅长于画图，借用网络图片，没有办法真

实的设计出方案所需要的图片。通过成绩分析，学生基本掌握了本专

业领域相关知识，能够将所学知识基本应用于实际项目中，体现了较

好的专业素养。也有部分学生在毕业设计中展现了较强的创新能力，

提出了新颖的设计方案。

五、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

1.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



部分毕业设计过于偏重理论研究，而忽视了实际的客舱运行环境

和操作可行性。例如在设计服务流程优化方案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航

班的时间限制、机组人员的工作负荷以及现有设备的使用条件等因素。

有些方案虽然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但在实际应用中面临法规、

成本等多方面的限制，难以落地实施。

2.数据收集与分析不足

很多毕业设计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在对旅客需求进行分析时，

没有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仅凭借主观臆断或者少量的案例分析来得

出结论，导致设计方案缺乏针对性和普适性。

对于一些涉及安全性能评估的毕业设计，没有进行系统的数据测

试和模拟实验，无法准确验证方案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3.创新性不足

部分毕业设计存在模仿和抄袭的现象，或者只是对现有方案进行

了简单的修改和调整，没有真正从新的角度或者新的领域去探索空中

乘务的创新点。

一些学生缺乏创新思维的训练，在设计过程中过于依赖传统的思

维模式和经验，难以跳出框框，提出具有突破性的设计理念。

六、毕业设计改进方向

1.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建立实习基地与毕业设计的联动机制。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收集

毕业设计的相关素材，同时将毕业设计的方案在实习中进行初步的验



证和调整。例如，可以安排学生在实习航班上对自己设计的服务流程

进行小范围的试点，根据实际反馈及时优化方案。

邀请航空公司的专业人员参与毕业设计的指导工作。这些专业人

员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能够从实践的角度对学生的设计方案提

出建设性的意见，帮助学生避免设计出脱离实际的方案。

2.完善数据收集与分析工作

指导学生制定详细的数据收集计划。明确数据来源、收集方法和

样本数量等关键要素。比如，在研究旅客对机上餐饮的需求时，可以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多种方式收集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地

域旅客的数据，确保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加强对数据分析方法的培训。教会学生如何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收

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挖掘，从数据中发现规律和趋势，为设

计方案提供科学依据。例如，通过数据聚类分析可以将旅客需求分为

不同的类型，进而有针对性地设计服务方案。

3.培养和激发创新思维

开设创新思维训练课程。通过案例分析、头脑风暴、逆向思维等

多种训练方法，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课堂

上可以展示一些其他行业的创新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这些创新

理念应用到空中乘务领域。

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在毕业设计中设立创新奖项，对具有创新性

的设计方案给予奖励和宣传，激发学生的创新积极性。同时，鼓励学



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在更大的平台上展示和锻炼自己的创新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