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届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整体情况分析报告

2023-2024学年，在智能装备学院领导的指导和部署下，在团队

各位教师的积极配合下，我们机电专业2021级毕业生的毕业设计圆满

完成。教研室严格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组织和落实完成教学计划中规

定的毕业设计任务。现在毕业设计工作已经完成，现将相关工作情况

总结如下：

一、设计过程

本次毕业设计针对的是机电专业2024 届（2021 级）的学生。共

有 217 名学生参加毕业设计，参与指导的教师 10 人。毕业设计主要

从以下阶段完成：

阶段 教师要求 学生要求 时间安排

选题指导阶段

指导教师报学院课题审批

后编写毕业设计任务书，

发给学生。

接受指导教师指导并根据自己专业特长

选择合适毕业设计课题，一人一题。

11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

开题论证阶段

课题确定后，指导教师向

学生讲清毕业设计题目的

意义，提出明确的要求。

学生根据任务书要求收集和查阅相关文

献资料，确定方案并拟订设计提纲。

12 月16 日至12

月 31 日

指导过程阶段

指导教师应抓住关键问题

进行指导，因材施教，不

能出现原 则性错误；要把

握学生的工作进度，使全

部工作任务保质有序按时

完成。

学生应对本人的毕业设计质量负责，必

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给定的毕业设计

各项任务。毕业设计书写格式遵照学院

“毕业设计排版规范 ”有关要求。学

生应经常主动向指导教师汇报工作进

度和遇到的疑难问题。

次年 1 月1 日至

3 月 31 日

资料整理阶段

审阅毕业设计初稿，指导

学生修改，直到完成定稿

。

学生必须独立完成规定的全部工作任

务，根据指导教师提出的修改建议，认

真 完成修改，进一步优化完善毕业设

计，直到完成定稿。

次年 4 月1 日至

4 月 30 日

成果答辩阶段

指导教师评阅学生毕业设

计并写出评语，成立答辩

小组，完成答辩

学生答辩前应充分准备：如写出汇报提

纲、必要的图表、试讲等，锻炼自己表

述能力。答辩后，学生应提交相关资料

（包括任务书、作品、查重报告等）。

次年 5 月1 日至

5 月 30 日



二、选题分析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设计分为工艺设计类、方案设计类。

（一）工艺设计类

1.支架连接块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与仿真加工

2.柴油机手柄轴的机械加工工艺规程设计

3.R17 凹弧阀套数控加工工艺设计与仿真加工

4.芯轴数控加工工艺设计与仿真加工

……

（二）方案设计类

1.动力滑台的液压与电气控制系统方案设计

2.基于PLC 的智力竞赛抢答器控制系统方案设计

3.基于PLC 的旺旺路郭亮路口交通灯控制设计

4.组合铣床电气控制系统的控制方案设计

……

（三）成果要求

1、方案设计类毕业设计成果要求：

（1）方案结构完整、要素完备，能清晰表达设计内容；

（2）方案撰写规范，图表、计算公式、参数和提供的技术文件

符合行业、企业标准要求；

（3）方案设计合理，具有可操作性，能有效解决课题设计中所

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4）满足成本、环保、安全等方面要求。



2、工艺设计类成果要求：

（1）原理图、装配图、零件图、安装接线图等应正确、清晰、

符合国家规范和行业标准；

（2）工艺路线、加工程序合理、可行，工艺规程填写完整、规

范、准确；

（3）夹具的定位方案、夹紧方案合理；

（4）制作的零件和工装夹具实物应达到设计要求；

（5）设计说明书要详细反映工艺设计过程，通常包括技术要求

分析、工艺路线拟定、工序设计、技术参数确定、工装夹具设计等内

容，其格式、排版应规范。

三、成绩分析

表1 工艺设计类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评价指标及权重

评价指标 指 标 内 涵 分值权重

科学性

（30分）

工艺路线合理、可行，工艺规程、相关图纸等技术文件表达准确 10

技术标准运用正确，工具选择恰当，工艺设计相关数据选择合理、

计算准确
10

应用了本专业领域中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

新设备
10

规范性

（20分）

工艺规程、零件图、装配图等技术文件规范，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 10

设计说明书条理清晰，体现了工艺设计思路和过程，其格式、排版

规范，参考资料的引用等标识规范准确
10

完整性

（30分）

提交的成果符合任务书规定要求，能完整表达设计内容和要求，完

整回答选题所要解决的问题
10

毕业设计说明书完整记录技术要求分析、工艺路线拟定、工序设

计、技术参数确定、工装夹具设计（根据任务需要定）等基本过程

及其过程性结论

15

制作出作品（样品）实物 5

实用性

（20分）
工艺设计能有效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有一定应用价值 20



表2 方案设计类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评价指标及权重

评价指标 指 标 内 涵 分值权重

科学性

（30分）

技术路线科学、可行，步骤合理，方法运用得当 10

技术标准等运用正确，技术原理、理论依据或数学模型选择合理，

技术参数计算准确，相关数据详实、充分、明确
10

应用了本专业领域中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

新设备
10

规范性

（20分）

方案能体现设计思路和过程，其格式、排版规范，图表、计算公式

和需提供的技术文件等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规范与要求
10

参考资料的引用、参考方案的来源等标识规范准确 10

完整性

（30分）

方案要素完备，能清晰表达设计内容 10

设计方案分析、方案拟定、技术参数确定、预期成效及功能效果分

析等基本过程及其过程性结论完整
20

实用性

（20分）

方案可操作性强，能解决企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一

定应用价值
20

总体来看，2024 届毕业设计成绩良好，大部分学生成绩在 75-89

即良好区间，对专业知识技能掌握情况较好。

四、存在问题

总的来说，这次毕业设计完成得比较成功。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1、规范意识有待加强。专业术语、绘图、计算、元件选型等基

本知识在作品中的呈现都要求规范。老师在指导过程中不断纠错；

2、个别学生主动性差。个别学生不主动与指导教师联系，缺少

沟通交流，不利于实现有效磨合毕业设计作品。有几位同学未按规定

完成毕业设计工作。



3、文字表达能力不足。部分学生缺少基本的归纳、总结和表达

能力，有些学生习惯于复制粘贴，根本不会组织语言自己表达，造成

写出来的东西文理不通，词不达意。

五、改进措施

1、加强毕业设计前期教学。一是让学生充分认识毕业设计的内

涵和重要性、了解毕业设计流程和相关要求；二是让指导教师与学生

交流更加全面熟悉彼此，方便在之后的实践过程时及时沟通。

2、注重毕业设计过程考核。过程考核包括阶段性考核和连续性

考核。开题报告、中期答辩、毕业答辩，这些只是阶段性考核，另外

还应注重连续性考核，比如，老师集中指导到位情况，包括是否积极

主动完成毕业设计，是否按照老师要求及时上次毕业设计成果等。

3、强调成果报告的学术化。高职类学生大部分缺少学术性思维，

往往再撰写成果书时会缺乏学术性的语言表达，所以有必要给学生进

行设计撰写集体辅导，从撰写步骤到格式、写作技巧等做一次全面辅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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