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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调研分析
——以X学院农学专业为例

王　洋，张文锋

（西昌学院农业科学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00）
摘 要：为进一步提升应用型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以 X学院农学专业 2019—2022届 278位本科毕业论文为样本，从毕业论

文选题、毕业论文成绩、指导教师与毕业论文质量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应用型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整体

较好但呈下降趋势，且质量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受指导教师影响。根据论文质量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应用型高校办学实际，从

学校、教师、学生三个维度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以期为应用型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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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Graduation Thesi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Taking the Agronomy Majors of X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ANG Yang, ZHANG Wenfeng

(Schoo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00, China)
Abstract：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graduation these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took 278 undergraduate graduation theses of agronomy majors of X University from 2019 to 2022 as samples，and 
analyzed their topic selection，thesis grade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is supervisors and thesis quality.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graduation these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was 
relatively good but showed a declining trend.  Additionally，the quality of theses was found to be relevant to the su⁃
pervisors. Based on the identified issues in thesis quality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
ties，this paper proposed several suggestions from the thre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chools，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n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graduation these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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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8年，教育部发布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首个教

学质量国家标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对不同专业类本科毕业论文提出了

明确要求［1］。2020 年，教育部印发《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抽检办法（试行）》文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教育督导评估监测，保证本科人才培养基本质量［2］。
因此，本科毕业论文是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重要

组分，是实践教学的主要环节，其质量高低是评估

学生对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实践和创新能

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等综合能力的重要指标，

也是衡量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和人才培养效果

的重要标准［3-5］。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应用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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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校占据重要地位。2015 年，教育部、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

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为适应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要求，需积极推进部分普通本

科高校的转型发展［6］。应用型高校将成为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创新应用

型、技术技能型、复合型人才的主力军，其毕业论文

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最后一课，也是认定学生毕业资

格的重要依据。但是，近年来应用型高校本科毕业

论文质量不断下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引申出

人们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担忧。

目前，一些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就如何提升应用

型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给出了可行建议，如王雅

楠等［7］以大连财经学院为例，提出加强毕业论文质

量管理；冯爱秋等［8］以北京某应用型大学为例，强调

毕业论文选题质量；刘从虎等［9］提出一种以科研项

目为资源数据库的本科毕业论文引导模式；华宇鹏

等［10］提出从完善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和推行多种

毕业形式的毕业论文考核管理模式来提高毕业论

文质量；吴桂翎等［11］则建议从毕业论文流程、文本

质量和质量监控制度方面进行把控。本文在此基

础上，以应用型本科高校 X 学院农学专业 2019—
2022届 278位本科毕业论文为样本，从毕业论文选

题、毕业论文成绩、指导教师与毕业论文质量的关

系 3个方面对毕业论文质量情况进行解析，并针对

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探索新的改进措施，以

提高应用型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为进一步完善

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管理机制奠定良好基础。

1 毕业论文选题难易程度分析

选题的难易程度是考察本科毕业论文选题质

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其难度要适中，根据学生所学

专业知识和自身能力综合考虑，不能过大或过于简

单。若论文超出本科生所学专业知识，须靠研究生

阶段具备的专业技能才能完成，或课题内容较大，

工作繁琐，勉强能达到预期研究结果的，归类于选

题较难级别；若论文利用本科所学专业知识，通过

自身努力就可执行并完成，归类于选题适中级别；

若论文完成度与课程实验相差不大，归类于选题较

易级别。

按照以上标准并结合指导教师和评阅专家意

见，对 2019—2022届 278份本科毕业论文选题质量

的总体情况进行客观评价。结果显示：在论文选题

难易程度上，平均适中占66.5%，较难占12.2%，较易

占 21.2%，并且每一届选题的较易程度比例均远高

于较难程度比例，如表 1所示。以上结果说明，选题

适中的比例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选题较难或较易的

比例可适当缩小，尤其是较易选题更应严格把关，

防止过于简单达不到能力锻炼和人才培养的

效果。

2 毕业论文成绩分析

本科毕业论文的完成包括设计、实施、分析和

撰写等过程，是学生综合能力的全方位展示，其成

绩是反映论文质量好坏最直观的形式。以指导教

师自评成绩（占比 30%）、评阅教师评阅成绩（占比

30%）和答辩成绩（占比 40%）为评价体系，对 278份

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总体来看，毕业

论文质量评分在>80~85分居多，其次是 75~80分和

>85~90 分，而>90 分的则更少；在 2019—2022 届期

间，3 个分值段<75 分、75~80 分和>80~85 分的本科

毕业论文数量占比在升高，而其他 2个在降低，如图

1 所示。上述结果表明，大多数的本科毕业论文质

量呈中等偏上水平，但高质量论文比例在减少，低

质量论文比例在增加，也间接说明本科毕业论文质

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3 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质量的关系

为探究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分别

从指导教师年龄、职称、教学科研倾向性 3个角度去

分析。

3.1　指导教师年龄与毕业论文质量的关系

以实际当年毕业年份计算，将 278 份本科毕业

论文对应的指导教师按≤30 岁、31~40 岁、41~50 岁

和 51~60岁进行划分，每个年龄段对应的毕业论文

按分数<75分、75~80分、>80~85分、>85~90分和>90
分进行统计并计算占比。结果发现，≤30 岁的教师

表1　本科毕业论文选题难易程度情况

学生届

数/届

2019
2020
2021
2022
合计

选题难易程度

较难

数量/
篇

6
9
6

13
34

占

比/%

12.0
14.5
13.6
10.7
12.2

适中

数量/
篇

33
38
28
86

185

占

比/%

66.0
61.3
63.6
70.5
66.5

较易

数量/
篇

11
15
10
23
59

占

比/%

22.0
24.2
22.7
18.9
21.2

合计

篇数

50
62
44

122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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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毕业论文成绩在 80 分以上的比例与其他 3 组

相差不大，但在>85~90 分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 3
组，如图 2所示，说明该组教师在指导学生毕业论文

时更有冲劲，这个年龄段多为刚从高校硕士或博士

毕业就直接来学校工作不久的教师，对学生毕业论

文质量要求较高。此外，随着年龄段的增加，论文

成绩＜75分和＞90分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加，如图 2
所示，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师指导学生毕业论

文的质量两极分化严重。

3.2　指导教师职称与毕业论文质量的关系

采用同样的方式，将指导教师职称按正高、副

高、中级和初级分类，并计算在每个职称组中各毕

业论文分值段的占比。从图 3可知，随着职称升高，

论文成绩＞90分的比例在逐渐增加，而＜75分的比

例在逐渐减少，说明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常年开展

科研课题和带领学生完成科研任务，相比初级和中

级职称的教师更具有丰富的科研指导经验，论文完

成质量相对较好。

3.3　指导教师的教学科研倾向性与毕业论文质量的

关系    
将指导教师分为教学为主型和教学科研并重

型，进行同样的处理。分析后可发现，相比教学为

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指导学生论文成绩在》

85~90 分和＞90 分的比例均较高，而在＜75 分和

75~80分的比例均较低，如图 4所示，说明教学科研

并重型教师因比教学为主型教师具有更多的科研

项目可以让学生参与，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进而

大大提高了本科毕业论文质量。

4 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存在的问题

从调研结果来看，应用型高校本科毕业论文的

选题难易程度较适中，整体质量较好但有呈下降趋

图1　2019—2022届本科毕业论文成绩情况

图2　毕业论文质量（成绩）在指导教师年龄段的占比情况

图3　毕业论文质量（成绩）在指导教师职称组的占比情况

图4　毕业论文质量（成绩）在指导教师教学

科研倾向性的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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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并且在翻阅查看学生毕业论文时也发现一些新

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4.1　双选偏晚，部分高质量论文缺乏时间保障

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实际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要

求毕业论文除注重学术价值，也要注重应用价值，

应尽可能紧密联系科研、生产、实验室建设或社会

实际，并能将其用于实际生产。在本科毕业论文质

量管理体系中，一般指导教师与学生双选时间在大

三上学期确定，但对于应用型高校的某些特殊专业

则显得稍微偏晚。如农学类专业，学生主要涉及水

稻、玉米、小麦、大麦、大豆等大田季节性种植作物

的研究，不管研究方向是栽培、育种、病理还是分子

生物学，多数作物都是一年一季，也都需要在大田

当季种植时取样、处理和调查。此时如果学生在大

三才进行双选，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一个完整性

课题的时间则不够充裕，在完成毕业论文前只能获

得具有生物学重复的一季数据或样本，这对于学生

想进一步深入研究课题或为实际生产作参考时受

到限制。

4.2　论文选题重视程度较高，但创新性不足

整体而言，指导教师与学生对于论文选题的重

视程度较高。但由于指导教师的研究方向比较固

定，可能致使同一个指导教师内部，本届学生之间

或连续好几届学生之间的论文选题较为单一，相似

性较高，创新性不足。比如只是研究对象、研究方

法、研究内容之一的不同，这样既不利于学生专业

知识的拓展、实践能力的锻炼、毕业论文质量的保

证，也不利于应用型高校本科人才的培养。

4.3　部分教师科研精力保障不充分，指导学生投入

不够

二本院校任职的教师，常常需要科研教学两手

抓。有部分教师出于完成教学工作量的考核，需要

指导较多的学生人数，但又受限于科研工作量的考

核以及当代科研工作者科研成果快速输出的压力，

只能将有限的时间与精力大部分投入到自身科研

项目中，而对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相对偏少，这样

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即愿意学的学生可能跟随

老师帮做科研项目，毕业论文质量相对较好；而本

来基础就差且不愿学的学生则毕业论文质量相对

较差。

4.4　学生科研思维欠缺，论文写作能力不足

本科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形式，有基本

的写作格式和要求。但从近几届的毕业论文中可

看出，许多学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尤其是在完全

没有接触过科研项目或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学生

中表现更为明显。第一，科研分析能力较弱，如文

字表达不流畅或前后断句不正确，数据处理不规

范，数据分析较浅显，前后逻辑不通等。第二，科研

写作能力较弱，如引文不规范、中英文字体和字号

使用不正确、标点符号半全角切换混乱、专业术语

或专有名词引用错误、图表和文字排版凌乱、引用

不标注参考文献等，甚至有些学生因选题相似，在

写作时若碰到相同的内容只做简单修改，以研究方

法居多，这种现象在同一指导教师不同届学生之间

较为典型。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学生缺乏

科研工作实践、论文写作，以及科研文章阅读方面的

训练，没有在前期形成一定的科研思维就直接进行

毕业论文这一环节，导致毕业论文质量整体偏弱。

5 对策与建议

根据毕业论文质量情况的分析结果，并结合以

上问题和应用型高校办学实际，就如何提高应用型

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出了一些新的改进

建议。

5.1　健全制度，完善标准，严格监管，奖惩明确

为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学校进一步健全本

科毕业论文工作管理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

应用型高校某些特殊专业（如农学专业）来说，为保

证论文完成质量，可将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双向选择

时间提前至大二上学期，以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提

前去认真对待和开展本科毕业论文。对于学生论

文选题相似性等问题，学校可初步利用查重软件进

行查重，再将选题相似的毕业论文进行人工查阅，

既可避免因选题重复而出现较多相似片段的论文

出现，也可提高学生和指导教师对选题的重视程

度。从指导教师与毕业论文质量关系的分析结果

中可知，精力充沛或科研经费充足或职称高的教师

在指导毕业论文的质量上相对占优势。学校可通

过实施一些激励政策让这类教师在自愿条件下多

指导1~2位学生以提高该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

为提高学生选题与专业的匹配度和论文写作

质量，学校可进一步建立更为完善的毕业论文质量

评价标准，并出台校级或院级关于本科毕业论文写

作规范细则的相关文件供参考。同时，为避免在毕

业论文答辩时才发现学生选题和毕业论文设计存

在逻辑错误但又无法重新开展等严重问题，学校应

加强对本科毕业论文实施过程中的监管力度，并严

格按照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等时间节点进行排查。

为充分调动教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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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积极性，学校应建立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奖惩

制度，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也有利于改变

部分教师申报科研项目不积极，或自身科研能力不

足但又不主动提升的“躺平”状态。学校根据本科

毕业论文质量评价标准，可每年对各教师指导学生

的毕业论文质量进行评估。对于质量较差的教师，

在第二年缩减指导学生数量，若连续三年不达标可

考虑取消该教师带本科毕业论文资格，在同等条件

下的职称评审、评优评奖中不优先考虑；对于质量

非常好的教师，可在申请教研教改项目时给予适当

倾斜，尤其是优秀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在职称评

审、评优评奖等方面也可以适当给予倾斜。

5.2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学科研能力

应用型本科高校多为地方性高校，师资规模与

水平有限，毕业论文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迟迟没有

得到较大转变，需继续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

的建设，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如教师可积极

参加其他单位的实践锻炼，开展产学研合作，加强

横向课题合作和经费支持；青年教师可积极配合并

做好“传帮带”工作，在经验丰富年长教师的带领

下，尽快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教师可在寒暑假期

间积极参加教学技能培训、讲座、学术会议、科研项

目申报等，以丰富自己的教学技能，了解最新的科

研动态。

5.3　积极融入教师科研，项目竞赛双管齐下

学生参与指导教师的科研项目是提高学生科

研能力和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有效途径。长

期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有自己的科研项目和课题

组，学生可在低年级融入学习，了解课题组的研究

方法和研究内容，以便更好地确定自己的科研和论

文选题方向。经过前期实际科研项目的参与，根据

学生自身特点与能力强弱，指导教师也将更好地将

自己的科研项目进行拆分，与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

相结合。在学生协助指导教师完成自己科研任务

的同时，他们对学生科研思维、实验操作、论文写作

等方面的能力也有高要求，这有利于毕业论文质量

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近年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已成为高校本科教学质

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这类科

研项目和竞赛，可以锻炼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

创新应用能力和技能。在整个过程中，学生需经历

组建团队、查阅文献资料、撰写申报书或项目书、

PPT制作与答辩、项目实施细节把控、资料整理与归

纳分析、论文写作等过程，不但能将所学的专业知

识与实践相结合，也能提升自己的科研、创新、团队

协作、写作、语言表达、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等综合

能力。并且，学生获批并完成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

划项目，今后也能成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这对

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无疑也是极有利的。

6 结束语

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是评价学生综合能力、教师

专业水平、学校人才培养的标准之一，本文以应用

型本科高校 X 学院农学专业为例，对连续 4 届的毕

业论文质量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应用型高校本科毕

业论文质量整体较好但呈下降趋势，且质量好坏在

一定程度上受指导教师的影响。由于受学科类型、

毕业论文数量和地方院校选择的局限性，仅从挖掘

的问题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改进建议，望能为应

用型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全 2 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3
［2］ 教育部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教督〔2020〕5号）［EB/OL］.（2020-12-24）［2023-9-6］.http：//www.moe.gov.

cn/srcsite/A11/s7057/202101/t20210107_509019.html.
［3］ 孟俊贞，王香涵，王鹏举 .双一流背景下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探索［J］.大学教育，2021（9）：45-48.
［4］ 王辉，靳羽含，梁寒峭 .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管理的探索及实践——以北京城市学院生物医药学部为例［J］.北京城市学院

学报，2020（2）：48-54.
［5］ 孙景荣，张远群，段海燕，等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管理全程监控体系的建设——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J］.中国

林业教育，2018（6）：29-32.
［6］ 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教育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6（6）：60-64．

［7］ 王雅楠，李辉 .应用型民办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管理研究——以大连财经学院为例［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20（9）：

249-251.
［8］ 冯爱秋，钟丽 .应用型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选题质量调研分析［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21.35（2）：13-18.

··97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37 卷

［9］ 刘从虎，文星，陈国华，等 .科研项目对应用型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引导模式研究［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21，35（5）：

120-124.
［10］ 华宇鹏，孟根其其格 . 应用型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现状与对策探析［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0（10）：

143-144.
［11］ 吴桂翎，吴姗姗，何青青 .应用型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标准探析［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21，39（4）：111-115.


（上接第71页）

尽管地震发生期间的电离层 TEC 异常扰动可

以用来预测地震，但顾及地震发生的瞬时性、其作

用机理的复杂性和电离层丰富的时空特性，用电离

层TEC异常扰动预测地震还需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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