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级数控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整体情况

分析报告

本报告基于对 2021 级数控技术专业学生毕业设计的整体分析，对毕业设计

过程、选题分析、成绩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进行详细阐述。报告通过定

量和定性分析，为数控专业教学和指导学生毕业设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基本情况

2021 级数控技术专业毕业生共 73 名，根据学院有关毕业设计的安排，由钱

萍、李青云、王林超、任水平、张春兰等 7名指导教师共计指导了 73 名学生。

每名教师指导学生 10-15 人。

2、毕业设计过程总结

2.1 设计流程

数控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流程的实施情况：

选题阶段：95%的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建议下选定题目，5%的学生自主选题。

实施阶段：90%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设计成果的撰写。

调试阶段：75%的学生成功进行了数控程序的仿真测试与调试。

答辩阶段：100%的学生顺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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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的指导教师提供了

有效的专业指导，但有 5%的教师因指导学生数量过多，导致个别学生指导不足。

3、毕业设计选题分析

3.1 选题多样性



选题覆盖了数控技术的多个方面，许多课题体现知识应用的复合性，主要涉

及数控加工工艺设计（80%）、数控编程（60%）、数控机床夹具设计（20%）等，

体现了多样性。

3.2 选题实用性

本届数控技术专业的毕业设计选题一般为产品设计类和工艺设计类。其中产

品设计类 12%，工艺设计类占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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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特定零件的加工工艺编制及数控加工等，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创新性。

3.3 选题难度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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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80-89 分）：7%

合格（60-79 分）：93%

不合格（60 分以下）：0%

4.2 成绩影响的因素

根据毕业设计课程标准和实际情况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1）学生能力：学生的专业知识掌握程度、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

及实际操作技能都会影响毕业设计的质量。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

也是影响毕业设计成绩的重要因素。

（2）教师指导：教师对学生提供明确的指导和反馈能帮助学生解决设计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指导经验以及与学生的沟通效率会影响

学生的设计成果成绩。

（3）设计过程管理：毕业设计的过程管理包括任务书的制定、设计进度的

监督、中期检查和最终成果的评审。

（4）成果质量：毕业设计作品撰写质量是评价成绩的主要依据，包括设计

报告的撰写、设计的创新性、技术文件的规范性、设计的实用性和完整性。



（5）答辩表现：学生的答辩表现包括对设计思路的阐述、对问题的应答能

力以及表达和沟通能力是影响毕业设计成绩的重要部分。

（6）查重率：毕业设计查重率是衡量学生毕业设计原创性的重要指标，过

高的查重率可能导致成绩降低。

5、存在的主要问题

5.1 学生实践能力不足

在毕业设计过程中，30%的学生表现出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脱节。比

如典型轴类零件的加工工艺设计，就对其工艺装备选择出现错误；在选择加工参

数时也没有遵循切削工艺学规律。

5.2 设计资源有限

由于部分资源限制，所有学生均没有充分利用先进的数控设备进行实践。

5.3 指导教师资源分配不均

5%的教师指导的学生数量过多，导致个别学生得不到充分的指导。

6、改进措施

6.1 加强实践教学

增加数控实验室、测量实验室开放时间，鼓励学生进行更多的实践操作，可

考虑将实验室开放时间增加 20%。

6.2 加强师生沟通

指导教师定期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学生的毕业设计进度和遇到的困难，及

时提供帮助和指导。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教师可以更好地指导学生，提高

毕业设计的质量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