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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

本报告通过对 2021 级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进行全面而

深入的分析，详尽地阐述了毕业设计流程、选题方向、成绩评定、面临的挑战以

及改进策略。通过运用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本报告旨在为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专业的教学团队提供参考，并为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工作提供实用的参考依据。

报告深入探讨了毕业设计的每一环节，从选题的确定到最终成果的呈现，确

保了对整个设计过程的全面覆盖。同时，报告也细致分析了学生在毕业设计中的

表现，包括他们的创新能力、技术应用、以及项目管理技能。此外，报告还识别

了影响毕业设计质量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以促进教育质量

和学生学习成果的提升。

1、基本情况

2021 级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毕业生共 42 名，根据学院有关毕业设计的

安排，由罗子华、朱理、张捷、陈文才、肖凯锴等 5名指导教师共计指导了 42

名学生。每名教师指导学生 1-11 人。

2、毕业设计过程总结

2.1 设计流程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流程的实施情况：

选题阶段：92%的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建议下选定题目，8%的学生自主选题。

实施阶段：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均完成了毕业设计成果的撰写。

答辩阶段：学生全部完成了毕业设计答辩。

2.2 学生参与度

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包括需求分析、方

案设计、实施组织等。90%以上的学生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2.3 教师指导情况

在毕业设计指导中，指导教师负责下达任务书，指导学生明确设计任务，进

行分阶段指导，并记录指导情况。根据现有数据和反馈，指导教师全部提供了有

效的专业指导，但有个别学生积极性不高。



3、毕业设计选题分析

3.1 选题多样性

选题覆盖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的多个方面，许多课题体现知识应用的复合

性，主要涉及汽车发动机（30%）、汽车底盘（20%）、汽车电气（27%）、汽车

销售与服务（23%）等，体现了多样性。

3.2 选题实用性

本届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毕业设计选题全部为方案设计类。选题符合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具有综合性和典型性。紧密结合了实际生产需求，如发动机

无法起动故障检修方案设计、全新一代迈腾营销方案设计等，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和创新性。

3.3 选题难度

80%的选题难度适中，能够满足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设计要求。

4、毕业设计成绩分析

4.1 成绩分布

毕业设计成绩的评定由设计过程、毕业设计作品、答辩情况等组成，根据指

导教师提供的成绩汇总表，其总体成绩分布如下：

优秀（90 分以上）：0%

良好（80-89 分）：0%

合格（60-79 分）：93%

不合格（60 分以下）：7%

4.2 成绩影响的因素

在评估毕业设计的质量及其对课程标准和实际情况的符合度时，以下几个关

键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

（1）学生能力

学生的专业知识掌握程度是基础，它直接影响到他们对设计问题的理解与处

理。创新能力是推动学生超越传统解决方案，探索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关键。解决

问题的能力体现了学生面对挑战时的应变策略和实施效率。实际操作技能确保学

生能够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完成高质量的设计作品。自主学习能力和时间管理能

力对于学生独立完成毕业设计任务至关重要。



（2）教师指导

教师应提供清晰、专业的指导和及时反馈，以帮助学生在设计过程中克服障

碍。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指导经验对于引导学生走向成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是确保毕业设计指导效果的关键。

（3）毕业设计过程管理

明确的任务书是指导学生进行毕业设计工作的蓝图。定期监督设计进度和进

行中期检查有助于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确保项目按时完成。对最终成果的评审

是检验学生工作是否达到既定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

（4）成果质量

毕业设计作品的撰写质量，包括报告的条理清晰、创新性、技术文件的规范

性，是评定成绩的核心。设计的实用性和完整性体现了学生将学术知识应用于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存在的主要问题

5.1 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脱节

学生可能在理论知识方面表现良好，但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际的方案设计过

程中时遇到困难。

5.2 资源利用不足

由于实验室资源有限或学生对可用资源了解不足，可能无法充分利用先进的

设备和工具进行实践操作和验证。

5.3 答辩准备不足，文档撰写不规范，查重率过高

部分学生可能在答辩前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导致在答辩时无法清晰地阐述

自己的设计思路或回答评委的问题。学生可能在撰写毕业设计文档时，格式不规

范或内容表述不清晰，影响设计成果的展示。在毕业设计中，如果存在抄袭或过

度引用他人工作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查重率过高，影响最终成绩。

5.4 创新能力不足

部分学生可能在设计中缺乏创新思维，无法提出新颖的设计方案或解决问题

的方法。

6、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毕业设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6.1 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优化资源配置和利用

增加实验室的开放时间，确保学生有足够机会将毕业设计中的工艺与产品设

计应用于实际操作。设计案例研究和项目，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学习

和应用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对实验室资源和设备的了解，提供必要的培训与支持，

以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完成毕业设计。根据学生需求和课程安排，合理

分配实验室使用时间，避免资源浪费。

6.2 加强答辩准备和文档撰写指导，教育学生正确引用文献

提供答辩技巧的培训，包括演讲、表达和回答问题的技巧。强化学术写作和

文档排版的规范性培训，提高学生撰写专业文档的能力。使用查重软件在早期阶

段检查文档，确保原创性。

6.3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鼓励学生参与创新竞赛和研讨会，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在课程设计中融入

创新思维的训练，如创意工作坊、头脑风暴等。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资

源，包括软件、硬件和参考资料。建立多学科合作项目，鼓励学生跨专业合作，

以促进创新思维的形成。

6.4 定期反馈和评估

定期收集学生和指导教师的反馈，评估毕业设计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根据

反馈结果调整教学方法和资源分配，以提高毕业设计的整体质量。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解决毕业设计中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

创新能力和最终的设计成果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