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教育专业

2024 届毕业设计整体情况分析报告

一、工作概述

2024 届体育教育毕业设计旨在通过综合实践设计，检验并提升学生的专业

知识应用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工作任务包括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方向、组织学生进行选题、分配指导老师、全程跟踪指导、定期检查进度、

组织答辩及评分等环节，确保每位学生能够高质量完成毕业设计任务，为未来的

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情况分析

1.选题情况：

本次毕业设计共设立了三大类选题，涵盖教学设计与教学实践（占总体 39%）、

体育赛事设计与组织（占总体 30%）、运动训练计划（占总体 30%）。



图 1 三种毕业设计题目示例



选题过程中，学生提交初步选题意向后，经过指导老师与学院专家组的共同

审议，最终确定了既符合学生兴趣又具行业价值的课题。

2.分配情况：

共有 25 位指导老师参与本次毕业设计指导，平均每位老师指导 14 名学生。

指导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匹配基于双方的兴趣、研究方向及项目需求，确保指

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指导老师情况：

指导老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占 20%，中级职称或硕士以上占 80%。

指导老师平均拥有超过 2年的教学经验和至少 2项行业实践项目经历，能够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图 2 分配示例

3.指导情况：

指导老师平均每月与学生进行至少 2次面对面或线上指导交流，总指导时长

超过 50 小时/生。

指导学生修改设计稿平均次数为 3.6 次，确保设计内容的不断完善和优化。



图 3 教师指导毕业设计

4.指导记录情况：

本学期共生成指导记录文档 290 余份，详细记录了每次指导的要点、学生反

馈及改进措施。

通过这些记录，学院能够清晰了解每位学生的设计进展和遇到的困难，为后

续的支持和干预提供依据。



图 4 毕业设计记录表示例

5.检查情况：

学院组织了 3次阶段性检查（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终稿审查），参与评审

的专家共计 40 人次。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不够严谨、数据收集不全面、结论分

析不够深入等方面，均已及时反馈给学生并要求整改。

6.答辩情况：

答辩会共持续 1天，共有 295 名学生参与答辩，每位学生的答辩时间为 10

分钟。每名学生均准备了 PPT，并打印了 3份以上纸质版毕业设计。

答辩评委由学院内外专家组成，分 12 组每组 3人，共 36 人。

答辩过程中，学生平均获得评委提问次数为 4次，展现了较高的教学素养和

应变能力。

图 5 答辩安排



图 6 答辩现场

7.评分情况：

毕业设计最终评分采用百分制，学生平均得分为 71 分，其中优秀率（90 分

以上）为 12%，良好率（80-89 分）为 26%，及格率（60-79 分）为 62%，无不及

格情况。

三、数据分析

学生满意度调查：对参与毕业设计的学生进行了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90%

的学生对指导老师的指导质量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85%的学生认为选题符合自

己的兴趣和专业发展方向；75%的学生表示在设计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成

长。

通过对学生毕业设计成果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大多数学生能够较好地完成

设计任务，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应用价值。同时，也存在部分学生在选

题新颖性、研究方法科学性、成果展示清晰度等方面有待提升。

四、存在问题

（1）部分学生选题时缺乏足够的行业调研和深入思考，导致选题过于宽泛或与

实际需求脱节。

（2）部分学生在研究过程中遇到难题时缺乏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过于



依赖指导老师。

（3）答辩过程中，部分学生在表达能力和时间控制方面存在不足。

五、改进工作

（1）加强选题阶段的指导，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行业调研和需求分析，确保选

题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2）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鼓励其主动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减少对指导

老师的过度依赖。

（3）加强答辩前的培训和模拟演练，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

（4）建立更加完善的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和整理学生、指导老师和评审专家的

意见和建议，为今后的毕业设计工作提供参考和改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