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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动态

★为扎实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整改工作，真正落实“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以评促发展”，教育评估中心组织相关人员于 2023年 6月

21日对 2021、2022年通过认证的 5个师范专业的整改情况进行了专

项督查。

本次督查安排了 2位校督导、5位通过认证学院的教学副院长、

3位通过认证的专业负责人，分 5组进行了督查。按照认证整改要求，

化学、体育专业今年需要提交整改方案和年度报备材料，物理学、汉

语言文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需要提交年度报备材料。各组专家听取

了专业负责人的整改工作汇报，并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

证保持监控办法（试行）》和《专家组现场考查报告》逐项检查了整

改方案的制定和落实情况，以及年度报备材料的准备情况。

总体来说，5个专业都制定了详细的整改工作方案，并按整改工

作方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改，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具体表现为：

1.5个专业都能根据专家意见认真修订培养方案。思想政治教育

扩大了调研范围，将毕业生家长纳入了调研范围；汉语言文学专业开

展了在校生问卷调查，并根据调研结果调整了课程体系。

2.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教学质量监控

管理办法细则》《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教学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与

评价办法》《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与运行实施办法》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实施细则》《马克思主义

学院关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办法》等面向产出的制度性文件。

3.物理学、化学两个专业认真落实了三个达成度的评价工作，撰

写了《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报告》《化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报告》。

其他专业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落实较好，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

价则落实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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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督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不足，主要有：

1.各专业按照《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办法实施细则》开展落实

评价工作缺乏常态化。

2.年度报备材料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1）准备的进度较慢；（2）

报备材料的起始时间不统一，有的专业从认证通过的时间开始，即以

学年为单位提交材料，有的专业则以年度为单位提交材料。

3.如何科学地吸收专家意见，尚缺乏认真思考和调研。

质量监控

★为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教育部关

于印发<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的通知》[教督〔2020〕

5 号]、《浙江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实施细则（试行）》的精

神，发挥毕业论文（设计）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中的作用，保证本科人才培养的质量，教育评估中心于 2023年 6

月开展 2023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校内外抽检工作。校外抽检侧

重对毕业论文（设计）质量把关，校内抽检侧重对毕业论文（设计）

文本规范及过程管理进行检查，现将抽检情况报告如下：

一、抽检结果

（一）整体质量

1.校外质量抽检

本次校外抽检，从 43个本专业中抽取 118篇毕业论文（设计），

聘请省内三所高校专家进行质量评审。其中浙江农林大学专家评审

35篇，杭州师范大学专家评审 37篇，浙江师范大学专家评审 46篇。

每篇毕业论文由 3位专家参与评审，取 3位专家评审成绩的平均分为

每篇毕业论文的最终评审成绩。抽检内容包括：选题质量、综合能力、

论文质量、学术规范和写作水平五个层面。

在送审的 118篇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优秀 2篇，占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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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39篇，占 33.05%；中等 66篇，占 55.93%；合格 8篇，占 6.78%。

不合格 3篇，占 2.54%。

图 1 2023 届本科毕业论文篇数校外专家质量评审成绩区段分布比例图

在送审 353篇次论文中，优秀 31篇次，占 8.78%；良好 139篇次，

占 39.38%；中等 129篇次，占 36.54%；合格 38篇次，占 10.77%；不

合格 16篇次，占 4.53%。

2.校内文本规范及过程管理抽查

6月 1日至 15日，抽选 11位教学督导对 2023届 110篇本科毕业

论文（设计）格式规范进行抽查。抽查重点是毕业论文（设计）正文格

式是否规范，各学院毕业论文（设计）格式是否统一；上传过程材料是

图 2 2023 届毕业论文篇次校外专家质量评审成绩区段分布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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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齐全，正确，格式是否一致、规范。

本次抽查覆盖了 13个学院中的 44个专业。每个专业抽查 2-3篇，

实现有毕业生的学院和专业全覆盖。在抽查的 110篇毕业论文（设计）

中，格式规范的 45篇，占 40.91%。

图 3 本科毕业论文格式规范校督导抽查结果

（二）分学院评价

1.校外质量抽检

各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做的比较扎实、有效，本次抽审的论文质

量较高。具体说，校外抽检成绩优秀的有 2篇，分别是经济管理学院谭

圆圆和教师教育学院李凯军。人文学院、艺术学院、生命科学院、工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体育学院评审成绩均在中等以上。成绩详情见表

1、表 2。

表 1 2023 届本科毕业论文校外专家质量评审成绩一览表（篇数）

序号 学院 抽查篇数
平均
成绩

毕业论文篇数抽查平均成绩区段分布
备注

90-100 80-89 70-79 60-69 ≤59
1 人文学院 11 81.42 7 4

2 艺术学院 10 79.93 4 6

3 生命科学院 9 79.85 4 5

4 教师教育学院 14 79.5 1 5 7 1

5 工学院 8 79.38 5 3

6 理学院 11 79.37 6 4 1



5

表 2 2023 届本科毕业论文校外专家质量评审成绩一览表（篇次）

序
号

学院
抽查
篇次

毕业论文篇次抽查平均成绩区段分布
备注

90-100 80-89 70-79 60-69 ≤59
1 工学院 24 2 12 7 1 2

2 教师教育学院 42 8 17 13 2 2

3 经济管理学院 63 4 23 32 4

4 理学院 32 4 15 8 3 2
其中 1篇有 2
个成绩

5
马克思主义学

院
6 4 1 1

6 人文学院 33 8 13 8 4

7 生命科学院 27 3 14 7 3

8 体育学院 15 5 6 3 1

9 外国语学院 24 1 4 11 6 2

10 信息工程学院 33 7 15 7 4

11 医学院 6 1 1 2 2

12 艺术学院 30 19 10 1

13 音乐学院 18 5 9 3 1

合计 353 31 139 129 38 16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79 1 1

8 经济管理学院 21 77.33 1 6 13 1

9 体育学院 5 74.87 5

10 音乐学院 6 74.33 5 1

11 医学院 2 73 1 1

12 信息工程学院 11 72.49 1 7 2 1

13 外国语学院 8 70.75 5 3

合计 118 2 39 66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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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学院 2023 届毕业论文篇数校外专家评审成绩区段分布比例图

从表 2和图 4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人文学

院、生命科学院和艺术学院等 5个学院没有出现不合格篇次。其他 8

个学院均出现不合格篇次，表明这 8个学院在毕业论文工作中有待加强

和改进，要继续完善工作制度和工作环节。

2.校内文本规范及过程管理抽查

（1）各学院重视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各学院将学生毕业

论文（设计）工作作为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措施，有健全的工作制

度和完善的管理体系，有统一的毕业论文（设计）格式规范和要求。学

院教学督导积极参与到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中，为把好本科

毕业论文（设计）质量关发挥应有的作用，形成齐抓供管的良好氛围。

各学院毕业论文格式规范抽查规范情况见表 3和图 5。

表 3 2023 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学校督导抽查情况汇总表

学院
专
业
数

论
文
篇
数

论文
格式

存在问题类型及篇数

规

范

篇

数

不

规

范

篇

数

论文

结构

页

眉

标

题

序

号

页

码

参

考

文

献

图

表

封

皮

上

传

材

料

内

容

排

版

评语

签字

经济管理学院 8 10 6 4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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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 3 10 4 6 1 6

生命科学院 4 10 7 3 3

人文学院 4 10 10 0

医学院 1 10 2 8 6 3 1

音乐学院 1 4 0 4 4 1 1 2

马哲学院 1 3 2 1 1 1
体育学院 1 3 1 2 1 2 1
外国语学院 3 10 3 7 3 1 1 3
艺术学院 5 10 2 8 1 1 2 4

教师教育学院 4 10 1 9 1 1 3 1 1 2 1 2

信息工程学院 4 10 4 6 1 3 1 1 1 4

理学院 5 10 3 7 1 1 2 2 5

合计 44 110 45 65 10 4 3 11 12 17 5 4 13 9

图 5 各学院毕业论文格式规范校督导抽查结果

（2）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遴选得力。学院将学术水平高、

责任心强的教师选拔到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队伍中。指导教师能

精心指导学生选题，监督学生按计划进度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的各阶

段的工作。指导教师给学生下达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组织开题，

并加强论文（设计）撰写的过程质量管理。

（3）学生能按要求认真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绝大多数学生能认

识到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是对四年大学学习成绩的检验，是锻炼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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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知识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实践环节。学生能按学

院统一的毕业论文（设计）格式要求和进度安排，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

认真完成好各阶段工作任务，按时、按要求上传毕业论文（设计）及过

程材料。

（三）校外质量抽检分专业评价

在本次抽查的 43个专业中，平均成绩的良好有 13个专业，依次为

生物工程（专升本）、旅游管理、材料化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汉语国际教育、化学（师范）、小学教育（师范）、建筑学、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小学教育（师范）（定向）、汉语言文学（师范）、视觉传达

设计、财务管理；平均成绩合格的是物联网工程和电子信息工程；平均

成绩不合格的是学前教育（师范）；除此之外，其余 27个专业质量评审

成绩为中等。详情见表 4和图 6。

表 4 2023 届各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校外专家质量评审成绩一览表

排
序

学 院 专业名称 篇数 平均成绩 备注

1 生命科学院 生物工程（专升本） 1 86
2 经济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2 85.83
3 工学院 材料化学 2 85.67
4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5 84.4
5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2 84
6 生命科学院 化学（师范） 2 83.67
7 教师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 7 83.5
8 艺术学院 建筑学 2 83.17
9 工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 81.8

10 教师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定

向）
2 81.5

11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6 81.4
12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 81
13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3 80.1
14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专升本） 2 79.83
15 人文学院 历史学（师范） 3 79.8
16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专升本） 1 79.67
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 79
18 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2 78.67
19 生命科学院 制药工程 3 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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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序

学 院 专业名称 篇数 平均成绩 备注

20 理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 78

21 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师范）
2 77.67

21 艺术学院 美术学（师范） 2 77.67
23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师范） 2 77.5
24 经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3 77.1
25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 76.7
25 经济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专升本） 6 76.7
27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 76.4
28 经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3 76.1
29 教师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学（师范） 2 76
30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 5 74.89
31 理学院 科学教育（师范） 2 74.33
31 音乐学院 音乐学（师范） 6 74.33
33 生命科学院 生物工程 3 77

34 理学院 物理学（师范） 2 73.17
1篇有 2个成绩不

及格

35 医学院 护理学 2 73
1篇有 2个成绩不

及格

36 外国语学院 日语 2 72.5

37 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2 72.3

38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1 71.33
39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6 70.17
39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工程 2 70.17
41 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2 69.33

42 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3 66.6
1篇有 2个成绩不

及格

43 教师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师范） 1 58.67
1篇有 2个成绩不

及格

合计 4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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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23 届各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校外专家抽查平均成绩区段分布图

二、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校外送检发现的不足

通过对 118篇送审毕业论文（设计）专家评语的统计分析，发现

2023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存在论文选题不当、设计方案不科学、

论文框架结构不合理、参考文献使用不规范、论文排版格式不规范和论

文结论不精炼与讨论不够深入等六大类问题。

（1）16篇选题存在问题。其中 6篇选题偏离专业培养目标，不符

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9篇选题过于简单或无新意，工作量太少，类似

于普通实验，达不到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量要求。1篇选题过大，

超出本科毕业论文范围，且完成情况虎头蛇尾，没有达到论文题目要求。

（2）17篇研究方案不科学。其中 7篇毕业设计参数不够具体，图

纸尺寸标注不规范，无法指导实际操作。8篇调查类毕业论文（设计）

的调查方法不合理，样本太少，调查数据无说服力。2篇研究性毕业论

文（设计）实验方案设计不合理，最终实验结果可信度差，达不到本科

毕业论文（设计）要求。

（3）32篇文章结构、框架存在不合理。其中 8篇阐述内容与所列

标题不一致，标题下的内容不能为标题提供支撑，出现文不对题现象。

18篇结构框架不合理，论文的框架结构不规范，如论文前言排在摘要

前面，不符合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格式规范要求。6篇毕业论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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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晰，阐述内容混乱，影响论文质量。有的毕业论文两个一级标内容

相同；有的毕业论文摘要要素项目不全，内容不精练；有的毕业论文数

据前后不统一。

（4）27篇排版、格式不规范。其中 11篇图表存在质量问题，如 2

张图的说明相同，有重复现象；图表说明位置不正确；图表序号出现错

误等。13篇字体、字号、行距不统一，页面中出现大量空行，目录中

无页码或页码不正确等。3篇出现内容填写错误，如 2023届写成 2019

届，指导教师与学生名字填错位置。

（5）28篇参考文献使用存在问题。其中 17篇参考文献书写格式

不规范，如参考文献内容不全或参考文献未标明在文中何处引用，没有

按照学术论文的格式规范来完成。6篇参考文献级别低，文献参考价值

不大。5篇参考文献数量少，达不到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引用参考文

献的数量要求。

（6）16篇结尾部分有待完善。结论不精练，概括不全面，总结不

到位；或讨论不够深入，讨论内容过于肤浅，缺少个人见解。

（二）校外送检不合格分析

本次送审的 118毕业论文（设计）中，出现在 3个专家质量评审中

有 2个专家给出≤59分评审结果的论文 4篇，认定为不合格。成绩分布

情况及专家给出不合格原因如下：

1.濮渊豪，论文题目《等厚干涉技术及其在透镜曲率半径和表面质

量检测的应用探讨》，成绩分别是 60、58、59分。专家意见是论文选题

过于简单，相当于一般的实验报告，达不到本科毕业论文要求。

2.张悦，论文题目《基于 STM32的智能平衡小车设计》，成绩分别

是 62、59、57分。专家意见是选题过于简单，工作量达不到本科毕业

论文要求；排版质量差，格式存在问题多，设计参数标注不清晰，图存

在质量问题。

3.丁瑜璇，论文题目《原创绘本（小刺猬）》，成绩分别是 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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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分。专家意见是选题与专业培养目标不符，选题内容属于设计专业

范畴，文中阐述内容与标题不符。

4.陈婧仪，论文题目《杭州市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电子健康工具使

用现状与心理困扰的关系研究》，成绩分别是 54、59、90分。专家 1

评语是“文书写思路不够清晰，目标不够明确”，数据前后矛盾；专家

2评语是“本论文的原创性不清晰，全文语句多处不通顺，论文格式不

完整，缺乏参考文献”。

（三）校内抽检发现的不足之处

在抽查的 110篇毕业论文（设计）中，格式不规范有 65篇，占 59.09%。

根据对 11位本科教学督导抽查 110篇论文记录的问题统计、汇总，存

在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有待在下一届毕业论文（设计）完成过程中克

服。问题分布学院见表 3。

1.10篇框架结构不完整。其中有 5篇没有目录；1篇有目录，但目

录编写不全；1篇无论文摘要和关键词。

2.17篇图、表不规范。论文中的表无序号和说明；有的表虽有序号

和说明，但位置不正确；图、表序号编写错误；2张图只有一个说明及

编号；同 1个表排在 2页中，没有续表表头说明。

3.12篇参考文献出现格式不规范问题。参考文献中没按引用顺序编

号；参考文献书写格式完整，缺少页码内容；参考文献没编序号；参考

文献在文中标注不全，参考文献目录中有的文献未标注在文中何处引用。

4.28篇排版不规范。4篇页眉使用不正确。整篇论文无页眉；封面、

摘要、目录页出现页眉。页眉应从正文开始呈现。11篇页码编序不正

确。论文页码应从正文开始排页码，封面，摘要、目录不应出现页码。

13篇字号、行距不统一，标点符号使用不准确，一级标题位置不正确，

每段开头排版不合理。

5.3篇标题序号编排不正确。主要是标题编序号混乱，不能按学术

论文要求进行编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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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篇封面出现错误。内容填写不全，无英文题目，无指导教师；

时间错误，2023届写成 2019届；排版不规范。

7. 4篇上传材料出现错误。2篇定稿分别上传的实习手册和检测报

告；1篇开题报告上传的是论文初稿；1篇没按要求上传材料。

三、建议及措施

1.认真做好整改工作。各学院应高度重视校外专家指出的问题，查

找问题出现的原因和过程环节，制定整改计划和措施，避免同类问题在

下届毕业论文中再次出现。

2.加强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过程管理。学院建立完善毕业论文

管理工作机制，参考制定结构合理、内容完善、格式规范的毕业论文（设

计）模板，为完成好毕业论文提供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学院教学委员

会、教学院长、专业负责人、系主任、教研室、督导等应开展对毕业论

文（设计）撰写的过程质量监控。学院要认真组织好毕业论文（设计）

答辩和教师对学生毕业论文的评阅工作，督促学生及时、认真修改。

3.完善材料上传的准确性。加强对学生上传毕业论文（设计）材料

指导，让学生熟悉毕业论文系统特性要求，提高上传材料正确率，避免

上传材料不全或上传材料与系统中栏目要求内容不符。指导教师要对毕

业论文终稿要严格把关，做到学生毕业论文经指导教师审核修改后方可

上传入学校教务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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