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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阐述了“求真”教育理念及其对毕业设计 ( 论文) 教学模式改革的指导意义，提

出“真题、真景、真境、真做、真创、真效”的毕业设计 ( 论文) 改革指导原则，并结合多年来毕

业设计 ( 论文) 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进行阐述。同时，利用系统的思想研究分析了理论教学、
实验教学、实习实践以及质量监控对毕业设计 ( 论文) 改革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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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idea of " Seeking Truth" and its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teaching model
reform of graduation design ( thesis) are described and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 True Problems，True
Scene，True Environment，True Work，True Creativity，True Effect" about the graduation design ( thesis)
reform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and combines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eaching model reform of gradu-
ation design ( thesis) for many years to illustrate it. At the same time，the paper makes use of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to analyze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s of theory teaching，experimental teaching，practice and
quality control on the graduation design ( thesis)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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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 ( 论文) ( 以下简称毕业设计) 作

为高校的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是对学生基础知

识，研究能力，自学能力以及综合分析能力的培

养和检验。通过毕业设计，既是对学生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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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也是对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

理论、知识与技能的训练，更是加强学生创新意

识、创新能力和获取新知识能力的培养过程。但

是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学校办学

规模不断扩大，受到扩招、师资、就业及学校管

理松懈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毕业论文质量下滑

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的毕业

设计训练，保证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中国

石油大学 ( 华东) 自 2009 年起进行了一系列毕

业设计改革，通过开展毕业设计教学模式改革、
加强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切实保证了教学质量，

使学生在毕业设计环节得到了充分锻炼。

一、“求真”教育理念及对毕业设计教学模

式改革的指导意义

高等学校要培养高素质人才，必须注重学生

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培养。科学素养就是要具

有深入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揭示自然界的发展

规律，强调 “求真”; 人文素养就是要有欣赏

美、创造美 的 能 力，强 调 “求 善”。二 者 的 结

合，是为了培养 “真、善、美”全面发展的人。
毕业设计教学模式改革就是在坚持 “求真”教

育理念的基础上，从选题、教学情景设计、环境

和平台搭建等诸方面着手，着力培养学生科学的

思维和严谨务实的精神。“求真”教育理念下毕

业设计教学模式改革包含真题、真景、真境、真

做、真创、真效 6 方面的内容。
真题: 题目源于生产实践、问题来自企业实

际、项目来自教师科研。让学生感受真命题，增

强荣誉感和责任感。这是保证毕业设计质量的前

提。
真景: 学生和指导教师亲自到社会、企业、

科研院所的实际生产、生活、科研一线，深入调

研，掌握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保障毕业设计

质量的基础。
真境: 学生直接到企事业单位进行毕业设

计，全景真境，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开展毕业设

计。这是保障毕业设计质量的条件。
真做: 学 生 利 用 企 业 单 位 和 科 研 院 所 的

“真景”“真境”，结合 “真题”，实实在在地开

展研究和设计，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教学效益。这是保证毕业设计质量的关键。

真创: 学生在进行毕业设计时，指导教师要

注意 引 导，及 时 发 现 和 培 育 学 生 的 “奇 思 妙

想”，通过学生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实践，达到

培养学生设计能力和创新思维的最佳效果。这是

毕业设计追求的目标。
真效: 通过毕业设计的真题真做，培养学生

的科学思维、严谨作风、协同共事的基本素质。
这是毕业设计的最终目的。

二、毕业设计教学模式改革实践

我校自 2009 年提出 “求真”理念下的毕业

设计教学模式改革以来，各专业根据学生兴趣、
学科特点、师资队伍、实验条件以及创新性实验

项目和学科竞赛等情况开展改革试点工作。同

时，还深入探索了校企联合培养学生，双聘指导

教师，到企业调研或到企业进行毕业设计的合作

教育的改革试点工作。经过 3 年来的研究与实

践，毕业设计教学模式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展，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良好训练和显

著提升，毕业设计质量明显提高。
( 一) 结合物理学科特点，开展全年毕业设

计

科学研究 ( 特别是理科类研究) 不但要强

调人的悟性和灵感，更强调其逻辑思维。逻辑思

维与创新、创造密切相关，一切创造活动都是以

逻辑思维为基础的，即运用逻辑思维对创造成果

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1］，而逻辑思维需要

一个系统的、较长期的实践和训练。为此，应用

物理学专业进行了全学年毕业设计教学模式改

革，毕业设计时间由原来的一个学期改为一个学

年，具体进 行 了 “一 体 式、分 层 次、多 元 化”
毕业设计教学模式改革。统筹考虑研究生培养、
创新性实验项目、工作实习、就业面向等因素，

实现 “一体式”培养; 根据不同学生的选题、
不同要求“分层次”培养; 采用多成分 ( 校企)

组建导师队伍、多样化选题、多渠道安排承担单

位、多方位构建评价体系的 “多元化”培养，

体现了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的教育理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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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用物理学专业 2010 届统计，论文优秀率明

显提高，学生发表论文 8 篇，申报多项专利。
( 二) 结合化工专业目标要求，开展化工工

程设计

工程设计是工程的核心，它要求工程师在现

实约束条件下为具体的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可

操作的解决方案［2］，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活

动，按给定的目标，在一些相互矛盾的条件下求

优的过程［3］。麻省理工学院提出了 “构思、设

计、实施、运行”4 阶段模型［4］。工程设计贯穿

于工程活动的全过程，设计能力被视为工程师应

具备的最重要能力之一，也是现代工程教育的基

本内容之一。毕业设计对工程设计能力培养具有

直接的、综合的关键性作用。基于此，化学工程

与工艺专业进行了“面向化工项目的工程设计”
教学模式改革，将学生分成 4 ～ 5 人的若干小组，

共同完成化工项目的完整设计。期间每个学生的

任务和角色不同，从项目选址—工艺计算—设备

计算—流程图—配管图—环境评价—安全评价—
技术经济分析等全过程来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和

工程设计能力。学生和指导教师都认为改革的效

果良好，学 生 面 对 自 己 的 设 计 产 品，领 略 到

“高峰体验”。2011 年我校有 5 支学生队伍在全

国性化工设计大赛获得较好成绩。
( 三) 进入企业开展调研，深入了解课题背

景

随着 19 世纪中叶 “威斯康星思想”的提

出，大学确立了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使大学

密切了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并对当时的美国现代

大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今，现代大学已经由

社会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心，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

融入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洪流，并且

作用日益凸现，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全社会的重

视。这就要求广大学子走出象牙之塔，融入社

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进而改造和引领社

会。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性，搞

好毕业设计，学生更应该深入社会和企业，积极

调研课题研究的真正背景。为此，工程管理专业

采取“师生共赴企业调研，题目源于企业”的

方式，要求毕业设计题目必须源于企业真实需

求，师生共同到企业调研 1 ～ 2 周，并实行校企

合作指导的“双导师指导制”，学院对教学改革

实践活动予以一定的经费支持。结果显示，试点

学生成绩普遍高于非试点学生，90%以上的学生

获得了良好以上的成绩。教师普遍认为: “试

点组学生的毕业设计与实际结合紧密，体现专业

特色，工作量饱满，答辩中学生更加自信，改革

效果良好。”
( 四) 依托石油学科优势，课题来源教师科

研

19 世纪的教育改革家洪堡提出的 “由科学

而达至修养”的教育原则影响深远，他认为科

学研究是培养人的手段，不通过科学研究，大学

就培养不出 “完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已成为现代大学的 3 项基本职能。科学研

究不仅提升了社会的科技水平和教师的学术水

平，而且对学生科学精神和研究能力的锻炼和养

成起着决定性作用，科学研究也推动了高校教学

内容的进步，促进了对学生培养模式、方式的伟

大变革，研究性教育得以蓬勃发展。毕业设计作

为一项教学活动正适合把教师的科研活动引入其

中，石油工程专业借助于雄厚的学科、科研和师

资力量要求学生毕业设计题目必须来源于科研项

目，每生一题，真题真做。将科研成果引入教

学，将科研方法融入教学，科研设备向学生开

放，科研经费反哺教学，以研究性教学理念指导

毕业设计。该学院业已把这种教学改革作为培养

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教学特

色。
( 五) 深入企业贴近需求，现场开展毕业设

计

部分学生直接到企业单位做毕业设计，实行

双导师制，校企双方共同指导学生毕业设计。近

几年，学校与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的有关研究单

位签署协议共同培养学生 ( 包括本科、硕士、
博士几个层面的学生) ，并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

果，有的学生毕业后直接留到企业，并得到企业

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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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套措施及思考

如果把大学教学比作是一套完整的加工工

艺，毕业设计则是这一工艺的最后一道环节，它

是对前面所有教学环节的综合检验、效果体现和

提升。因此，毕业设计改革如要取得预期的良好

效果，许多功夫不止在其内，还在于 4 年对学生

良好思维习惯和学习方式的锤炼，是对理论及实

践教学效果的展示，也涉及毕业设计的质量评价

和过程监控等诸多要素，因此，需要用系统的思

想考虑毕业设计改革工作。
( 一) 改革理论教学方法，注重创新能力培

养

理论教学不仅承载着对学生基本知识的教

育，而且对学生的思维和学习方式产生直接的影

响。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学习方式决定对问

题的研究方式。因此，要改革传统理论教学以灌

输式、填鸭式为主的教学方法，开展 “学习型

教学”。教师要虚怀若谷，把教学作为常教常新

的一门艺术，以学习者的姿态来对待教学工作，

不断学习新知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完善知

识结构。同时，注重教育教学法的学习和研究，

以先进的教育理念来激励学生、引导学生、培育

学生、升华学生。以学习合作者的姿态对待学生

的学术观点，包容失败，尊重人格，真诚交流，

营造和谐宽松的学习氛围。积极开展探究性、案

例式、情景式、合作式、参与式等教学，教师在

学生学习过程中处于 “导学”作用; 学生开展

“研究性学习”，要像对待科学研究一样来对待

知识的学习，养成理性思维、发散性思维、批判

性思维的习惯，对待事物要有探索精神，乐于钻

研，穷尽真理，勇于创新，把学习当做知识和能

力自我建构的过程。
( 二) 改革实验教学内容，注重实践能力培

养

实验教学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至关重要，但是传统的实验教学依附于理论教

学，被当做是理论教学的补充。目前 “重理论

教学，轻实验教学”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并且

实验内容倾向于验证性，教学方法以演示性为

主，没有注重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实验设计能

力、研究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要改革传统的

实验教学理念、实验内容与实验教学方式方法，

减少以验证性为主的陈旧的实验内容，增设设计

性、综合性、创新性的实验内容，开放实验室，

增加实验的选择性、自主性和开放性，提高学生

实验的弹性，以学生的科技创新项目为载体，以

兴趣为学习内在驱动力，把实验作为获取知识的

有效途径。通过实验达到学生自我知识建构和综

合应用、提高技能，发现新知和理论创新之目

的，让学生得到良好的动手实践和思维训练，养

成追求真知的科学素养。为此，我校近几年来着

力推进 实 验 教 学 内 容 和 教 学 方 法 改 革，加 强

“精品实验项目”建设，以此带动实验课程建

设，以点带面，由内及外，评建结合，注重实

效，提升了实验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 三) 加强校企合作教育，注重设计网点建

设

合作教育早在 20 世纪中叶就得到美国高校

的重视，被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措施而

得以推广，对我国高等教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校企合作共同承担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任，

学生深入企业调研和实践以获取丰富的第一手资

料，这是创新的基础和起点。自我校建校以来，

就十分重视校企合作教育，开展协同创新和协同

育人。一是在企业建立毕业设计和实习网点，石

油主干专业在油田生产单位和科研院所建有毕业

设计和实习网点总数达到 122 个。学生进入企业

真题真做毕业设计，提高了毕业设计的针对性，

对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起到了良好作用。学校

分别与胜利油田、中原油田、齐鲁石化共建工程

实践教育中心，目前 3 个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均获

批为教育部 2011 年度 “本科教学工程”建设项

目。二是校企共建联合实验室和重点研究机构。
为本科人才培养、校企科技合作与交流创造了坚

实载体。
( 四) 加强过程控制评价，提高毕业设计质

量

为了保障毕业设计质量，需要对其加强过程

( 下转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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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为此，学校构建了以 “六环节控制”和

“二维度评价”为核心内容的毕业设计质量保障

与监控体系。一是每年覆盖全校范围的常态化横

向质量评价，以项目选题、导师聘用、论文撰

写、论文评阅、答辩总评、实验条件等六关键环

节为控制点，对毕业设计工作全过程监控，及时

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整改; 二是对工科专业毕

业设计进行“三年度纵向质量对比性评价”，以

掌握毕业设计质量现状和发展态势。这些措施有

力地促进了我校毕业设计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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