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整体情况分析报告

一、前言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是对本专业教学课程综

合实践能力和教学成果的验收，对 2021 级毕业设计的整体

情况进行分析，从中挖掘本次毕业设计工作当中的不足之

处，并形成经验总结，为后续的教学改革和毕业设计工作提

供参考。

二、毕业设计基本信息

（一）参与人数与选题分布

21 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共有 224 名毕业生。选题大部

分围绕电气 PLC控制和机械产品加工工艺设计与仿真两个方

面开展。其中 45%选择为机械产品加工工艺设计，40%为基于

某产品的 PLC 控制系统设计，15%为产品外观造型设计。

（二）指导教师情况

本专业有 9 位校内教师参与毕业设计指导工作，其中具

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3 人，中级职称的教师 3 人，初级职称 3

人，研究生学历 2 人，每位教师平均指导学生 25 人。校外 4

名企业指导老师均具有行业企业一线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三）指导及指导记录情况

绝大部分学生能正常开题，在开题报告中明确了毕业设

计的目标、要求和进度安排。但仍有部分学生开题后毕业设

计无法按照进度执行，多方联系未果，消极应付毕业设计，

导致毕业设计无法按时上传，并且部分老师的指导记录不完

善。



（四）检查情况

1.在毕业设计中期检查中，约 70%的学生能够按照进度

计划完成阶段性任务，设计工作进展顺利。然而，有 20%的

学生存在进度滞后的情况，主要原因包括实习工作繁忙、对

设计任务的难度估计不足、遇到技术难题无法及时解决等。

10%的学生因为考试成绩有挂科、学费有欠费情况或因自身

对毕业证已经失去兴趣，放弃毕业，选择性失联。

2.在毕业设计最终检查中，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224 名

学生中共 196 名学生完成了校内的毕业设计的查重、答辩、

过程文档与最终文档的上传工作，完成率达到 87.5%，但是

仍有 28 名学生无法提交合格的毕业设计成果书。

（五）答辩情况

1.21级已完成毕业设计的学生中共196人，线下或线上，

全部参加了毕业答辩，并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占比达 100%。

2.参与答辩的学生基本能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介绍和说

明，但在新材料、新技术、创新意识、成果转化上缺少细致

研究，毕业设计应用价值、实用价值意义不大。

（六）评分情况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毕业设计成绩分四个等级，即

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中等（70-79）、及格

（60-75 分）、不及格（60 分以下）。

21 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成绩具体分数分布

如下：完成毕业设计共 196 人，其中中等 16 人，及格 180

人。大部分同学只为了完成任务，在科技创新、工艺创新上



存在不足，文档结构基本完整，排版不规范，文字表达不通

畅，个别作品中还有禁词出现。

三、数据分析

1.毕业设计通过率分析。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224 名学

生中共 196 名学生完成了校内的毕业设计的查重、答辩、过

程文档与最终文档的上传工作，毕业设计通过率达到 87.5%。

整体来说本专业各指导老师对毕业设计工作认真负责，学生

对待毕业设计也非常重视，毕业设计完成率较高。

2.毕业设计成绩分析。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完成毕业设

计共 196 人，其中中等 8.2%人，及格 91.8 人整体来说，大

部分学生的毕业设计选题较为传统，没有真正落实到生产一

线去解决问题，创新性不足、难度也不大，所致毕业设计质

量不太高。

四、存在问题

（一）学生方面

1.知识储备不足

学生对举一反三的能力不足，理论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自

觉性差，甚至不爱学习，倾向于简单的不需动脑的操作实践

训练。

2.实践经验不足

单一的项目式教学不足以模拟整个生产实践环节，同样

的零件，不同的精度要求或生产要求，学生不懂得变通。没

有在企业一线历练，缺少真实有效的工艺思路。

3.时间管理能力差

部分学生不能合理安排毕业设计时间，前期进度缓慢，



导致后期任务堆积，影响了毕业设计的质量。

（二）指导教师方面

1.指导精力有限

由于每位教师指导的学生数量较多，教师整体课时量工

作量太高，学生学习能力和研究方向有所不一致，为了迁就

学生，毕业设计选题少部分没有跟随指导老师专长去设计，

造成指导老师难以对每个学生进行细致入微的指导，可能会

忽略一些学生在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行业前沿知识更新不及时

部分教师自身在企业生产实践经历不足，存在纸上谈

兵，在指导学生创新方面可能存在不足。

（三）教学管理方面

1.实践教学环节与毕业设计衔接不够紧密

实践教学中所涉及的内容与毕业设计的要求未能完全

匹配，导致学生在毕业设计中不能很好地利用实践教学所积

累的经验。

2.毕业设计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现有的评价体系主要侧重于对设计成果的考核，而对设

计过程、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的考核不够

全面。

五、改进措施

（一）针对学生

1.优化课程设置

增加学生综合项目实践类课程，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

力，有条件可以申请在暑假期间，将学生送去校企合作单位



历练，感受真实的岗位。

2.留出足够时间的毕业设计专项时间

毕业设计尽可能在学生在校期间完成。

（二）针对指导教师

1.合理控制指导学生数量

加大教师引进力度，根据教师的工作量和能力，合理分

配指导学生的数量，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指导。

2.加强教师培训与学习

定期组织教师参加机电一体化技术领域的培训和学术

交流活动，使教师能够及时了解行业前沿动态。

（三）针对教学管理

1.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与毕业设计紧密衔接的实践教学体系，让学生在实

践教学中逐步掌握毕业设计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2.建立多元化的毕业设计评价体系

在评价体系中增加对设计过程、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等方面的考核指标，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毕业设计成

果。

六、结论

通过对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整体情况的分析，

可以看出本专业毕业设计在师生共同努力下，能按期保质完

成工作任务，绝大部分学生都能正常提交作品，也存在一些

期待解决的问题。在今后的毕业设计工作中，我们需要不断

完善教学管理、提高教师指导水平、加强学生能力培养，以

进一步提高毕业设计的质量，为机电一体化技术领域培养更



多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