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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指导与管理工作 

抽查情况通报 
 

毕业论文（设计）是实践性教学的内容之一，是落实人才培养方案的

重要环节。为掌握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与开题、指导与撰写、评阅与答

辩、成绩评定及资料归档等一系列情况，按照湖北民族学院审核评估第二阶

段工作安排，教学质量评价中心、教学督导组从 2015 年 11 月 2 日至 12 月

10 日，对我校 2015 届本科毕业生部分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以及临床医

学专业《病案综合分析报告》，进行了专项抽查与评价（以下简称“抽评”）。

现将抽评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抽评依据、样本来源与抽评重点 

    本次抽评工作以《湖北民族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管理办法》

（鄂民院教发〔2009〕76 号）文件、《湖北民族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

计）书写印制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和教务处的补充规定为依据，修订完

善了《湖北民族学院毕业论文（设计）评阅指导和管理规范性评价表》。对

各教学单位抽取其中 1～2 个班级毕业论文（设计）及相关材料，按评价指

标体系进行回顾性评价。评价重点是已被国家、省确定的重点建设（改革）

专业。医学院、临床医学院抽查对象为临床医学专业 2015 届本科毕业生的

《病案综合分析报告》。 

二、抽评数据与结果分析 

（一）整体情况 

本次抽查毕业论文（设计）样本 684 份、《病案综合分析报告》49 份，

涉及教学单位 15 个，专业 15 个，自然班 21 个。鉴于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论

文改革的实际情况，本次《综合病案分析报告》不参与评分。 

1、综合评分结果 

本次对 14 个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开题、指导、撰写、评

阅、答辩及材料归档管理等工作，进行了审阅与评价。按照《湖北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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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设计）评阅指导和管理规范性评价表》进行量化评分，最高分为

96.5，最低分为 78 分，平均分为 89.16。由此说明各教学单位和指导教师做

了大量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确保了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和水平。 

2、指导教师职称结构状况 

本次抽评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 243 人。具有高级职称 121 人，

其中，教授 46 人，副教授 75 人，占 49.79%；中级职称 104 人，占 42.8%；

助教 18 人，占 7.41%；各教学单位选定的指导教师，基本符合学校规定，

职称结构见表 1。 
表 1  指导教师职称结构统计表 

 

     指导教师职称结构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教学单位 专业名称 

指导

教师

数 人 % 人 % 人 % 人 % 

文学与传媒学院 汉语言文学 28 8 28.57 10 35.71 10 35.71 0 0.00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25 6 26.92 10 38.46  9 34.62 0 0.00



 

 

从表 1 看出：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食品科学与工程、英语、

中药学 5 个专业指导教师，高级职称比例超过 6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旅游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英语、社会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园林 7 个专

业有助教担任指导教师的情况。其中，旅游管理、园林专业助教担任指导教

师的比例高达 33.3﹪。 

3、成绩分布状况 

从成绩评定结果看：优秀 89 篇（含省级优秀论文 12 篇），占论文样

本数的比例 13.1%；良好 466 篇，占 68.13%；及格 129 篇，占 18.86%；

无不及格现象。各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成绩分布情况见表 2。 

表 2  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等次统计表 
     

优  秀 良  好 及格 
教学单位 专业名称 

论文

篇数 篇 % 篇 % 篇 % 

文学与传媒学院 汉语言文学 66 4 6.06 47 71.22 15 22.72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47 6 12.77 37 78.72 4 8.51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70 5 7.14 43 61.43 22 31.43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 37 4 10.8 33 89.2 0 0.00

经济与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56 5 8.93 19 33.90 32 57.17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46 4 8.70 41 89.10 1 2.20

外国语学院 英语     37 5 13.51 23 62.16 9 24.32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 60 7 13.33 32 51.67 21 35.00

艺术学院 美术学 39 7 17.95 32 82.05 0 0.00

法学院 法学 47 6 12.80 25 53.20 16 34.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56 10 17.86 41 73.21 5 8.90

林学园艺学院 园林 47 13 27.70 33 70.20 1 2.10

中药学 31 8 25.81 21 67.74 2 6.45
中医药学院 

中医学 45 5 11.1 39 86.70 1 2.20

合      计 684 89 13.01 466 68.13 129 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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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抽查中发现：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较客观真实，成绩分布较

合理，但存在不平衡现象。如抽查的 684 篇论文中，获省级优秀论文 12

篇，占 1.75﹪。其中，专业设置历史不长的旅游管理专业，有 4 篇被评为

省级优秀毕业论文，占抽评班论文的 7.14﹪。但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

数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化学、法学、中医学等设置历史较长的 6 个

专业，抽查毕业论文（设计）共 312 篇，却无一篇省级优秀论文。 

    4、总体评价 

    从抽查情况的总体来看，多数教学单位领导对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十分重视，措施得力。论文选题符合专业人才培养要求，指导教师对毕业

论文（设计）的指导意见较明确、具体。论文答辩之前均进行了查重检查，

论文格式统一，论文答辩组织管理和论文材料归档工作规范，整体水平明

显提升，符合毕业论文（设计）管理规范化要求，并达到了相应的目标。

但在选题质量、论文撰写和教师指导过程等诸多环节上，还存在一些值得重

视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二）抽评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论文（设计）选题与开题方面 

（1）在选题方面，仍然存在有多人写同一个题目的现象。个别教师指

导的两篇论文虽内容有所不同，但题目完全相同；或者几人合作的设计项

目，没有按《规范》要求“在题目上加以区别”。 

（2）部分开题报告不够严谨、不够规范。许多开题报告没有达到 2500

字以上的基本要求；有的开题报告为完成论文后再补写；个别教师在所指

导的开题报告上签署意见却是论文评语，还有个别教师签署是“同意答辩”。

甚至部分论文无开题报告，部分开题报告排版欠规范。 

（3）个别论文选题与专业方向没有关联，选题缺乏应有的理论与实

际意义。 

（4）部分专业的综述性论文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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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与指导过程方面 

（1）指导记录不规范、不完整。有些指导记录（包括学生签字及日

期）是打印稿，缺乏可信度；有的有教师签名但无指导内容，有的有指导

记录无签名；少数学生的毕业论文指导记录填写的指导过程，而不是对论文

的具体修改意见。 

（2）个别教师指导的论文数量偏多，极个别教师数量达到 22 篇。 

（3）部分专业指导教师助教职称的比例过大且指导的学生人数过多。 

3、论文（设计）撰写格式规范方面 

（1）部分教学单位同一专业的毕业论文的封面格式不统一，文本的排

版格式、字体、字号、引文（上标）标示欠规范。  

（2）个别论文图、表、公式、计量符号不够规范。 

（3）部分论文甚至整个专业的论文未按要求撰写英文扉页。  

（4）部分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达到规定篇数。 

4、论文（设计）答辩与成绩评定方面 

（1）答辩小组评语未按《规范》的要求写出；或者答辩小组的意见

过于简单，有的只签署“通过”或“同意”二字。 

（2）个别毕业论文成绩评定表上只有综合成绩，而答辩小组评分栏

为空白；少数论文成绩评定表没有评定等次。 

（3）部分论文（设计）的成绩评定不够客观，区分度不大。 

（4）没有注重答辩记录的原始性，个别答辩记录过于简单。个别毕

业生的答辩记录只有两三句话，二十多个字；有些答辩记录是打印稿，缺

乏可信度。 

5、论文（设计）档案管理及其他方面 

（1）部分教学单位论文档案材料不齐全，文本装订顺序不合要求。 

（2）部分专业仅有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评审工作总结，无毕业论文评

审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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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材料审签不规范，存在少数撰写者学术声明未签名或日期未填写

等情况。 

（三）临床医学专业的《综合病案分析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本次抽查情况来看，每篇报告均由一名临床医师和一名基础医学教师

共同指导完成。临床医学院 19 名指导教师，其中主任医师 5 人、副主任医

师 9 人，高级职称占 73.68%；主治医师 5 人，占 26.32%。 医学院 14 名指

导教师，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5 人，高级职称占 64.29%；讲师 5 人，占

35.71%。从原始指导记录看，每篇指导次数均在 6 次以上，文本格式基本规

范。但仍存在许多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1、《病案综合分析报告》的撰写内容方面 

（1）部分原始病案记载（病史、诊治过程、预后）内容偏少，资料不

够齐全。 

（2）综合分析时，大篇幅引用了文献或教材资料，引用率及复写率高，

与实际病案的诊断、治疗过程不够吻合。 

（3）病案分析报告大多围绕冠心病、高血压病等常见病、多发病病案讨

论，疑难病、少见病病案选择偏少，缺乏新颖性。 

（4）部分报告存在排版欠规范、标题、医学专业术语不准确等问题。 

（5）49 份报告中，有 45 份查阅参考文献没有达到规定数量。 

2、《病案综合分析报告》的指导教师及指导过程方面 

（1）从临床实习安排追踪，本班学生临床实习不可能都在民大附属医院。

然而，承担本班学生报告撰写指导的临床教师却都来自民大附属医院。因此

产生以下质疑：①病案来源的客观性、真实性？②学生是否是在实习医院实

习过程中采集的病案？③指导教师是否在实习过程中对学生报告撰写进行

过真实的指导？  

（2）学生据实记载指导方式有“面谈”、“电话”、“邮件”等方式。

但从部分记录字迹来看，有些显然是学生一次性写就，只是日期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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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部分指导教师的指导意见仅限于对报告写作规范上，很少针对病

案分析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甚至对出现的《病案综合分析报告》的题目错误、

专业术语不正确也未纠偏。个别长期从事医学基础教学的实验师，指导抽查

该班临床病案分析报告达 9 篇。 抽查还发现，13 份报告的临床指导教师学

科特长与病案实际情况难以吻合，有长期从事中医临床的医师，却来指导西

医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泌尿内科、消化内科、传染科的一些病案分析。 

3、《病案综合分析报告》的管理方面 

抽查发现，医学院教学科虽有“报告”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选

题一览表、指导教师一览表和学生“报告”成绩一览表等相关材料，但缺乏

医学院的文件或通知。 

三、关于加强规范化管理、提高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几点建议 

1、严格执行教务处制定的毕业论文（设计）系列规定，不得各行其是。

要牢固树立质量管理意识，确保从计划安排、指导过程、评阅与答辩过程、

意见签署与成绩评定过程、材料提交验收过程到论文归档管理等工作，环环

紧扣。做到过程到位，并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纳入教学规范化管理范围。 

2、要严格遴选毕业论文（设计）的指导教师。安排专业对口、治学严

谨、责任性强的教师从事论文指导工作。这是提高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

关键所在。 

3、建议各教学单位加强指导老师业务培训，规范毕业论文（设计）的

指导工作。一是研究方法要明确；二是书写、排版、校对、印制、装订要严

格执行《规范》，树立规范意识，确保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4、进一步加强毕业论文（设计）书写印制规范管理。建议教务处对现

行的《湖北民族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书写印制规范》进行必要的修

改，考虑文、管、理、工、农、医及规划设计等多学科差异，可参考《湖北

民族学院学报》形成《规范》，执行学报的社科、自科及医学的文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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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类文本、图纸执行通用格式或另行制定规范。但无论采用哪种格式，

必须按专业（或教学单位）执行封面统一。 

5、《病案分析报告》的工作程序和规范管理方面等有待进一步研究与

完善。一是要切实加强管理，要求要具体，措施要到位。需要规定学生对病

案收集、报告撰写初稿等基础工作，应在医院实习期间完成，实习返校后上

交《病案分析报告》初稿相关的证明材料；二是对指导教师的遴选要明确、

慎重。鼓励学生在实习期间，根据自己的业务方向选定典型病案，强调学生

主动与导师师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真正得到专业水平、业务技能上的指导，

撰写出真实的、有价值的报告；三是理顺“报告”指导思路，做好毕业实习

的归口管理。鉴于其他医学院校将临床实习归口临床医学院的管理模式，建

议将临床实习的管理、《病案综合分析报告》指导及成绩评定等工作，逐步

过渡到临床医学院。 

 

 

 

 

湖北民族学院教学质量评价中心 

湖 北 民 族 学 院 教 学 督 导 组 

二 O 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