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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用的工程教育保障制度，代表了工程业界乃至全社会对工程教育质量的期望

要求。毕业设计是专业认证的重点考察内容。本文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毕业设

计课程目标，分析安徽科技学院2016~2018级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学生的毕业设计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并针对毕业设计中出现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持续性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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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is an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guar-
anteed system, which represents the expecta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enginee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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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ven the whole society for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Graduation design is the key 
inspection content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based on the graduation requirement index points 
of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graduation design 
course objectiv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raduation design course objectives 
of the 2016~2018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students of Anhui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University,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graduation design sug-
gestions fo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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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生培养定位要更加强调实用性、基础性、以及适应性，以为社会和企业培养

适应行业发展高素质人才，而毕业设计是本科学生结合大学四年的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必修实

践应用环节，是对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和拓展提升。因此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要紧抓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开展面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实践教学改革探索，建立健全相应的反馈机制和持续性改

进体系，提高工程教育质量，培养契合社会与企业发展的国际性高素质人才。 

2.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中毕业设计的意义及地位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用的工程教育质量保障制度，也是我国为促进工程教育与企业结合，增

进工程教育毕业生对未来企业发展的适应性，通过推进中国工程教育的国际认证，进一步增加我国工程

技术专业从业人员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制度[1]。为此我国于 2016 年加入了《华盛顿协议》，该协议是工程

教育本科学位的国际互认协议，也是各国认证标准的基准制度。该协议通过认证的方式，检验工程专业

毕业生是否满足社会需求，是否掌握必要的知识、能力以及能否成为合格工程师的素质[2]。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代表了工程业界乃至全社会对工程教育质量的期望要求。《华盛顿协议》的学位互认不是为各国

毕业生的升学(读研)服务的，而是服务于工程师国际互认协议(国际专业工程师认证 IPEA)——为各国工

程师互认提供实质等效的本科学位教育，即为本科教育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服务[3]。 
毕业设计是高等院校本科工程教育的最后一环培养环节，是联系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桥梁，也是

极其重要的综合性教学实践环节，其对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自主学习、沟通交流及软硬件应用等能

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因此毕业设计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重点考核环节，针对当前机械类专业本

科毕业设计的各个课程目标进行周期性评估并持续改进，对毕业设计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探索，优化完

善现有教育教学体系，实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的育人目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 

3. 基于专业认证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毕业设计课程目标 

专业认证中对于毕业设计的重点考核，延伸出高等院校为构建以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持续改

进教学的毕业设计实践教学体系新机制的一系列思考[6]。高等院校若想提高毕业设计的可行性与可持续

改进性，必须持续对毕业设计的当前环节与评分标准进行审视及优化，留存归档各届毕业生毕业设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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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进行分析改进工作。以下是安徽科技学院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设计的课程目标。 
1) 具有认识到解决机械工程领域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的意识，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

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文献研究等方法寻求可替代的毕业设计解决方案。 
2) 能够根据毕业设计任务书要求，综合多种影响设计目标的因素，提出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 
3) 能根据设计任务书要求，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机械系统、零部件及其加工制造方案，并在设计环

节中体现一定创新意识； 
4)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机械系统中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进行深入调研分析，获

得解决方案； 
5) 能根据设计对象合理选用、开发三维设计软件、电子线路设计软件、液压系统设计软件等现代工

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并具有对其局限性进行分析的能力，能对设计过程中的专业问题进行模拟和预测。 
6) 能够理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内涵，在开展毕业设计实践活动时能够自觉考虑到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并能够正确评价毕业设计实践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7) 具有良好的文字与口头表达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与交流能力，就毕业设计中的复杂机械工程问

题能通过撰写说明、绘制图纸、答辩等方式准确而有效地表达专业见解； 
8) 能在机械、农业、管理等多学科环境中的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过程中，正确运用工程管理与经济决

策方法。 
9) 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和方法，针对毕业设计中面临的未知问题与困难，能够通过自主

学习来解决。 

4. 2016~2018 级学生毕业设计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与持续性改进建议 

安徽科技学院通过收集分析 2016~2018 级近 3 届学生(2016 级 94 人、2017 级 142 人、2018 级 105
人)的毕业设计数据作为样本，对当前毕业设计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改进毕业设计的一些方向进行

分析论述。 
 

 
Figure 1. Achievement of the graduation design course 
objective 1 of the 2016~2018 class 
图 1. 2016~2018 级毕业设计课程目标 1 达成情况 

 

2016~2018 级毕业设计课程目标 1 达成情况见图 1。从近三届毕业生毕业设计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图中

可以观察到，课程目标 1 在三年间发生了一定波动，2017 级相对 2016 级达成情况出现一定下滑，一方

面原因是由于 2017 级采用了新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重点倾斜，导致学生在寻求文献调研能力相对 2016
级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 2017 级学生开展毕业设计时间段，不同地区发生疫情反复，导致导师难以监督

学生文献调研情况，线上答疑汇报效果局限。针对上述情况，2018 级毕业设计指导中着重加强了对于学

生文献调研能力的培养，且国内大部分地区疫情情况较稳定，返校完成毕业设计学生达到 90%以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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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监督学生文献调研并针对问题答疑更加方便，因此相对 2017 级学生，2018 级学生课程目标 1 达成度

明显回升。为进一步优化课程目标 1 达成情况，导师可要求学生每周撰写读书笔记，并定期汇报。在导

师指导毕业设计时，也可提出多种设计方案帮助学生开拓思维，进一步使学生在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时有

寻求可替代方案不断优化现有方案的意识。 
 

 
Figure 2. Achievement of the graduation design course ob-
jective 2 of the 2016~2018 class 
图 2. 2016~2018 级毕业设计课程目标 2 达成情况 

 

课程目标 2 近三年达成情况在图 2 中呈稳步上升趋势，即使在疫情封校或者居家时间段进行的毕业

设计，一方面原因是由于疫情期间出行困难，大部分学生在研究毕业设计方案时投入了相比往届更多的

时间与精力，其次由于大部分毕业设计转为线上进行，很多需要实验设施进行实验性分析以及验证的方

案设计出现一定难度简化，从而使课程目标 2 的达成情况受疫情影响较小，三年间稳步上升。 
 

 
Figure 3. Achievement of the graduation design course 
objective 3 of the 2016~2018 class 
图 3. 2016~2018 级毕业设计课程目标 3 达成情况 

 

 
Figure 4. Achievement of the graduation design course 
objective 4 of the 2016~2018 class 
图 4. 2016~2018 级毕业设计课程目标 4 达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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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与课程目标 4 达成情况在三年间均呈现往复小幅波动趋势(见图 3、图 4)，主要有如下原

因。其一是目标 3、4 主要考察学生研究机械系统、零部件及其加工制造方案能力，以及攻克复杂工程问

题的关键环节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与专业课的授课效果息息相关。其二是导师在指导学生时，引导教

学职能未能完全体现，将较多精力放在监督与检查环节，导致学生提升速度较慢。未来针对课程目标 3、
4 的持续改进方向可立足于课堂在授课时引入数个工程实例，也可开展项目式教学，同时导师在引导教

学时，可借助分析实际项目或工程实例，鼓励学生在思考中逐步提升工科思维与解决问题能力。 
 

 
Figure 5. Achievement of the graduation design course objective 
5 of the 2016~2018 class 
图 5. 2016~2018 级毕业设计课程目标 5 达成情况 

 
在图 5 中，课程目标 5 近三届学生达成情况呈稳步提升趋势，这代表在 2016~2018 级学生的培养过

程中，校方重点加强了现代工程软件的应用能力培养；其次，自媒体平台的迅速发展，各种现代工程软

件的教程层出不穷，使学生自学软件的难度大大降低；同时，工程软件在不断的版本更新换代中，操作

难度降低以及面板配置的优化也使学生的学习效果有效提升；最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无论

是学校机房电脑还是学生自己的电脑都在向智能化、快捷化发展，电脑操作的快捷性，可以使学生在有

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有效操作，减少响应时间，加速提升工程软件的应用熟练度。目前本校已经开

设的软件课程覆盖二维绘图、三维建模及仿真、控制系统分析、数值计算及其数学建模，基本涵盖学生

短期内的应用需求，未来提升方向可考虑针对性开设有关算法、图像处理等方面工程应用软件的选修课，

以满足不同学生提升个人软件应用能力的需求，指导教师毕业设计出题过程中可考虑不同学生擅长的工

程软件应用方向因材施教，选择更加贴合学生研究兴趣的毕业设计课题。 
 

 
Figure 6. Achievement of the graduation design course objective 
6 of the 2016~2018 class 
图 6. 2016~2018 级毕业设计课程目标 6 达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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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6 中，课程目标 6 达成情况在三年间呈现小幅波动趋势，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教学日常环节中，

对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内涵诠释力度欠缺，导致学生在开展毕业设计实践活动时，未能将环

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毕业设计作品中较好体现。为进一步优化课程目标 6 达成情况，未来可考虑

发展产教融合、区域合作，实现工程育人深度融合的“基地教学”，或是在教学过程中引用专题案例以

及情景式教学，引导学生进行课程设计实践，使学生又能力在毕业设计中正确评估毕业设计实践对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7]。 
 

 
Figure 7. Achievement of the graduation design course objec-
tive 7 of the 2016~2018 class 
图 7. 2016~2018 级毕业设计课程目标 7 达成情况 

 
在图 7 中，2016~2018 级学生课程目标 7 的达成情况呈稳步上升，但总体表现相对其他课程目标尚

有不足，安徽科技学院重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的各项能力培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进

行专业建设，但国内高校进行专业认证建设时间较晚，在严格按照认证要求进行课程目标制定后，未能

有足够时间提升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由于国内高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在公开场合阐述自身想法与成果

的的机会极少，而毕业答辩则需要同时面对众多指导教师和学生进行汇报，部分学生会由于临场紧张情

绪导致表达逻辑混乱、口误等问题，少部分学生甚至会由于指导教师提出的一些问题难以回答而导致面

红耳赤、答非所问等情况。为提升学生沟通交流能力，在未来学生的培养进程中，任课教师可以适当增

加一些分组专题演讲以及翻转课堂形式的教学，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对于课堂的参与感，分组专题演讲

的形式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8]，毕业设计指

导教师在指导进程中也可以定期举行阶段性成果汇报会，让每位指导学生都上台进行演讲，锻炼学生的

沟通交流能力，使学生能够准确有效地表达专业见解。 
 

 
Figure 8. Achievement of the graduation design course objec-
tive 8 of the 2016~2018 class 
图 8. 2016~2018 级毕业设计课程目标 8 达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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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科技学院为提升学生的组织管理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开设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经济管理

概论》，以进一步完善课程结构，针对性培养学生的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能力，从而使课程目标 8 在近

三年间的达成情况不断攀升，如图 8。但问题也同样存在，工科学生对于管理类课程的重视普遍不够，

作业存在灌水、抄袭现象，导致实际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能力提升缓慢。为提升管理类课程的授课效果，

建议在课堂中多引入现实中的管理案例，详细分析成功及失败案例，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同时布置小组

作业，在小组资源配置上考虑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学习态度差异，平均分配，在评分时将部分权限下发

至小组成员，让成员间相互监督，提高作业质量，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另一

方面也可以使学生的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能力得到切实提高。 
 

 
Figure 9. Achievement of the graduation design course objec-
tive 9 of the 2016~2018 class 
图 9. 2016~2018 级毕业设计课程目标 9 达成情况 

 
在图 9 中，2016~2018 级学生在课程目标 9 的达成情况方面基本维持稳定，三年间表现略有提升。

课程目标 9 主要考察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是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学生独立探索、创造、

分析、实践、质疑等方法达成学习目的。一个在基础或中等教育阶段以灌输式教育被动接受知识的学生，

需要给予其正确的引导和教学，培养其“去伪存真，去粗求真”的能力，使其能够制定合理学习计划，

分配学习任务，减少学习过程中的随意性，提高学习效率[9]。由于疫情冲击，2020~2022 年大量教学任

务转移至线上进行，虽然线上教学在时间、空间上更加便利，满足实现学生自主学习的条件，但教师对

于线上教学掌控力度明显低于线下课堂，学生听课时易受外界因素干扰走神，究其原因是学生还不完全

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10]。针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持续性改进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教师在讲授知

识点时，可以有意识的将一部分教学重难点让学生课后查阅文献、团队合作分组探讨，课上进行汇报演

讲，提高学生团队协作以及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在汇报演讲完成后，教师对演讲内容、仪态以

及团队配合性等方面进行点评，肯定学生的努力，同时分析演讲中的优缺点，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开展

针对性的反馈讲解，实现因材施教。在长期训练中，让学生认识到教师是学习的管理者和引领者，自己

才是学习的主人，最终达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目的[11]。 

5. 结束语 

我国 2016 年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组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开展时间较短，教育教学体系的优化

与实践还需要逐步深入探索。毕业设计相比其他课程涉及因素多、时间跨度长、选题自由性高，也是将

学生所学的多门课程应用于工程案例，尝试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实践课程。因此毕业设计的评估与持续

性改进是一项漫长且艰巨的任务，但是只有保持毕业设计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探索，才能优化和完善现

有教育教学体系，实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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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科技学院校级重点项目“专业认证视角下加强课程过程考核的实施策略与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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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021005)”；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改造提升(2021zygzts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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