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2024 届毕业设计总结

电子工程学院物联网与通信技术教研室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2024 届毕业生

共计 74 名同学，根据学院统一安排，共安排 5 位老师负责本次毕业设计的指导

及考核工作。毕业设计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一、选题方向及合理性

1.物联网应用技术：学生选题涉及智能家居、环境监测、智能农业等，涵盖

了当前物联网技术的热点应用领域。这些选题不仅体现了技术的发展趋势，而且

具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例如，“基于 NB_IOT 无线传输技术的厨房安全系统

的设计与实现”项目基于 NB_IOT 无线传输技术，能够实时监测厨房环境参数，

并对异常情况进行预警，符合市场需求和实际应用场景。

2、选题的挑战与建议：

选题是毕业设计的关健。一个良好的课题，能强化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使

学生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圆满地完成毕业设计。部分选题存在与实际需求脱节的

情况，尤其是在技术实现上存在一定困难。建议在选题阶段增加专家评审环节，

确保选题的技术可行性和市场需求。

二、组织实施

1.选题确认：通过题目申报及指导教师评审，确保每个选题技术可行性和实

际应用价值都经过严格审核。任务布置完成后，应指导学生对课题内容进行充分

的分析，查阅技术资料，确定设计思路。设计时应注意理论与实际的差距，充分

考虑设计的可行性。

2.项目指导：每位学生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都有专门的指导教师，教师根据

学生完成任务的质量和速度，及时进行提示及指导，指出存在的不足，启发其独



立思考，设计完成后应撰写毕业设计成果书，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安全意识和严

谨的工作作风。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指导计划，确保教师能够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

段给予必要的支持。

3.进度监控：实施了定期检查和阶段性评估机制，确保项目按照预定计划推

进。定期的进度汇报会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工作进展，并对存在的问题提供

指导。根据指导老师的指导记录可以发现，各指导老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利用

微信、QQ 等工具，结合线下集中培训等进行针对性指导，部分老师甚至开展了

一对一的重点突破，从产品选型，技术实现，疑难解答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指导，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实施效果：

总体上，组织实施工作运行良好，项目大多按计划推进。然而，一些学生在

时间管理和资源利用方面存在问题，导致项目进度缓慢或存在技术难题未能及时

解决。建议进一步优化项目管理流程，增强对学生的支持和监督。

三、毕业设计答辩

1.答辩准备：

答辨是检查学生毕业设计质量的一场“口试”。通过这一形式，有助于学生

进一步总结设计过程，提高其应变能力及自信心，为真正走上社会打下坚实的基

础。通过答辩，积极引导学生总结在设计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分析设计效果，

找出不足以及改进方法，帮助学生把实践转化成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学院的统

筹安排下，教研室根据三个专业学生的错峰实习情况，分两批次组织学生开展集

中答辩，答辩由指导老师组成答辩委员会，通过学生答辩及答辩组老师提问等方

式考核学生对于课题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2.材料准备：学生需提交完整的设计报告及演示材料，确保答辩委员会能够

全面了解项目内容和技术细节。对材料的准备和审查也加强了对项目质量的把

控。

3.答辩表现：

大多数学生在答辩中能够清晰地阐述项目背景、技术细节和实际成果，表现

良好。但也有部分学生由于准备不足，或对技术细节掌握不够全面，导致答辩表

现不理想。对这些情况，答辩委员会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并对学生的未来工

作提出了指导意见。

四、评定成绩

成绩评定综合考虑了设计的技术实施情况、实际应用效果、报告质量和答辩

表现等方面。评审委员会根据这些标准对每个项目进行综合评分，确保评定的公

平性和准确性。

教研室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2024 届毕业生共计 74 名，参与选题 74 名同学，

参加答辩 74 人。最终考核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74 名同学参加答辩，其中及格

41 人，良好 29 人，优秀 4 人，合格率为 100%，整体成绩分布较为均衡，大多数

学生的项目成果符合预期。然而，部分项目由于技术实现问题或报告质量不足，

导致成绩偏低。评审委员会对这些项目提供了详细的反馈，以帮助学生改进和提

高。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1.选题与实际需求脱节：课题的选择应尽可能地贴近生产实际、生活实际，

注重课题的教学性能使知识承上启下，一方面强化原有知识，另一方面保证了知

识的前后连贯性，有助于学生进一步消化原有知识，提高自己。个别学生的选题



与实际应用需求不够紧密，导致实施效果不佳。解决办法是加强选题阶段的指导

和审核，确保选题符合专业人才培养标准。

2.项目进度控制不足：部分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未能有效控制进度，导致

项目延误。建议在项目实施阶段增加更多的中期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进度问题。

3.答辩准备不足：少数学生在答辩准备上存在不足，导致对技术细节的掌握

不全面，影响答辩表现。建议加强对学生答辩技巧的培训和模拟演练，提高答辩

质量。

4.改进措施：

优化选题审核流程：增设专家评审环节，确保选题的实际应用价值和技术可

行性，避免选题与实际需求脱节。

加强项目进度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增加更多的进度检查和反馈机制，帮

助学生及时调整和解决项目中的问题，确保项目按计划完成。

提升答辩培训：增设答辩前的模拟演练和答辩技巧培训，帮助学生提高答辩

的准备水平和表现能力。

六、总结

通过对本届毕业设计工作的全面总结，我们认识到专科毕业设计更多的是能

够运用所学的知识、按照规范解决问题。比如，别人设计了一张桌子，你也能够

设计；别人设计了一座桥，你也能设计一座不塌的桥；这就足够了。而且，在现

实工作中，往往都是常规工作，对于这些常规工作的描述过程，其语言语句组织

基本都是固定的，比如元器件的焊接，其工艺已经成熟，流程也相对固定，学生

能够对这些描述清楚，并进行总结，并熟练掌握流程就很不错了，在专科层面过

于强调重复率和创新，结果导致部分学生为了改重而改文字，导致词不达意，基



本的语言结构混乱，产生本末倒置的效果。所以，我们首先要给学生一个正确的

观念：创新，不是遥不可及、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贯穿于常规工作之中。最根本

的，是要脚踏实地的完成每一个步骤，做出一个成功的产品。

张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