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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船舶工程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整体分析报告

及过程（佐证）材料

船舶工程技术专业作为装备制造领域的一个分支，专注

于培养学生在船舶制造的专业技能。船舶工程技术专业毕业

设计是学生毕业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旨在通过实践项目，

让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综合运用基础理论、

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升学生就业、

创业和创新能力，同时也是企业生产现场的新知识、新技术、

新工艺、新标准、新产品、新方法有效溶入人才培养过程。

以下从毕业设计过程总结及佐证、选题分析、成绩分析、存

在的问题、改进措施等五个部分进行分析。

一、毕业设计过程总结及佐证

1.题库建设

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专业知识积累，在校企指导教师共

同确认下，建立选题库，提供的选题范围内选择毕业设计题

目。选题内容分为方案设计类、工艺设计类和产品设计类，

共 17 个选题方向。

方案设计类包括结构强度类、船用设备类、性能计算类、

船舶内装类等，共 11 个选题方向。其中，企业提供 2 个方

向，包含 XXX 船静水力计算方案设计、XXX 船主机系统设备

方案设计等；教师自拟 9 个方向，包含 XXX 船内装方案设计、

XXX 船舱室布置方案设计、XXX 船结构强度方案设计、XXX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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舾装设备方案设计、XXX 船锚泊系泊方案设计、XXX 船舵设

备方案设计、XXX 船消防设备方案设计等；学生自拟无。

产品设计类包括外观、造型类、船用设备类、船体结构

类等，共 3 个选题方向。其中，企业提供 1 个方向，包含 XXX

船螺旋桨产品设计；教师自拟 2 个方向，包含 XXX 船外型设

计、XXX 船平板龙骨拼接焊设计等。

工艺设计类包括品质管理类、生产制造类、技术设计类

等，共 3 个选题方向。其中，企业提供 1 个方向，包含 XXX

船舶精度控制工艺设计；教师自拟 2 个方向，包含 XXX 船舶

装焊工艺设计、XXX 船放样工艺设计等。选题内容涵盖了船

舶生产制造、船舶技术设计、船舶质量检验等多个领域，具

有一定的实用性和综合性。

2.选题论证及任务下达

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教研室组织专业教师与学生完成

双向选择，在毕业设计实训周完成毕业设计标准学习，毕业

设计题库解析以后，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专业知识积累，在

教师提供的选题范围内选择毕业设计题目，也可以在指导老

师认可后自拟选题。

2023 年 10 月 20 日前，学生选好题目，确定好选题类型，

指导教师下发毕业设计任务书。

3.过程指导

（1）总体设计阶段

（2023 年 10 月 16 日-2023 年 10 月 31 日）

学生们运用相应的软件或工具进行建模、绘图，以及计

算等，通过反复推敲和演算，提高后续设计的准确性和效率。

指导老师提供参考文献范围，确保学生思路与逻辑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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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设计阶段

（2023 年 11 月 1 日-2023 年 11 月 30 日）

根据总体设计方案，学生们通过 CAD、CAM 等软件进行

产品（零件）的模具设计（编程）和绘制工程图，以验证设

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指导老师给出合理性意见，参与或辅助学生完成设

计论证。

（3）成果书撰写阶段

（2023 年 12 月 1 日-2024 年 3 月 25 日）

学生在完成详细设计方案后，对整个毕业设计过程进行

总结和梳理，撰写毕业设计成果。详细描述设计过程，并输

出相对应的设计成果。指导老师应确保学生毕业设计条理清

晰、语言规范、图表准确，符合 2024 年毕业设计格式规范。

佐证 1：附件 1 中张贴 10 份左右原始指导记录表进行佐

证（见附件 1）

佐证2：附件2中张贴10份左右原始评阅表进行佐证（见

附件 2）

4.成果答辩

2025 年 3 月 26 日—2025 年 6 月 10 日

在毕业设计答辩周期内，教研室组织不定期线上或线下

答辩，答辩小组不少 3 名教师（答辩组长 1 名、答辩成员 2

名）。

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毕业设计答辩，向答辩小组展

示自己的设计成果，并回答小组提出的问题。答辩小组会根

据学生的毕业设计质量、成果书格式、答辩表现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价，给出毕业设计答辩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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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3：附件 3 中张贴 10 份左右原始答辩记录表进行佐

证（见附件 3）

5.资料整理

2023 年 10 月 16 日-2024 年 6 月 31 日

资料整理包含学生提交材料、教师提交材料。

学生提交材料：学生毕业设计成果、查重报告；

教师提交材料；学生毕业设计任务书、指导记录表、评

阅表、答辩记录表；

教研室主任或专业负责人应收集专业选题统计表，专业

毕业设计成绩汇总表等。

6.质量监控

2024 年 6 月 31 日前：

指导老师检验核查学生毕业设计成果格式、成文质量。

答辩组长及成员在学生完成答辩后，提供修改意见。

2024 年 7 月 12 日前：

教研室主任或专业负责人审核；

教学副院长审核 。

2024 年 7 月 20 日前：

配合二级学院的复查和互查；

学校的抽查。

各阶段审查结果均应及时反馈给学生，及时修改。

二、选题分析

本专业共有 2 个毕业班，共 75 人。船舶教研室拟定了

毕业设计 3 大类的题目框架，组织学生进行选题。

1.选题类型分布

本专业选题产品设计类 4 人、工艺设计类 11 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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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类 59 人，1 人免试入伍主要选题类型为方案设计类。

2.选题难度分析

本专业选题难度从高到底分布均匀。其中产品设计类选

题受限于资金、设备，工艺设计类选受限于技术或方法的复

杂性，难度较高；方案设计类选题中内装设计类方向、船舶

设备类方向难度较低；结构设计类方向、品质管理类等方向

需要需要较大时间与精力，难度适中。

3.选题的实用性

本专业选题与当前社会需求相吻合，可以解决船舶制造

中的一些实际问题，选题符合技术发展趋势，选题具有一定

的创新性，选题与个人兴趣和专业能力相匹配，确保学生能

够投入足够的热情和能力完成设计。

三、成绩分析

1.成绩分布

表 1 毕业设计成绩分布统计

毕业设计总人数 75人（毕业生人数 75 人，1人 2024 年春季入伍毕设免抽）

指导老师 指导人数 优秀（90 以上） 优良（80 以上） 一般（60 以上） 备注

胡海军 1 0 0 1

李英波 11 0 0 11

刘屈钱 4 0 0 4

欧磊 14 0 0 14

夏宇 13 0 1 11 1 人入伍

熊军 4 0 1 3

熊凯 12 0 0 12

郑科峰 12 0 0 12

周凯锋 4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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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绩与选题的关系

通过对成绩与选题类型的相关性分析发现，选题难度较

大、创新性较强的学生，其成绩相对较好。而选题难度较低、

创新性不足的学生，成绩相对较差。

3.成绩与学生努力程度的关系

成绩与学生在毕业设计过程中的努力程度密切相关。那

些平时学习态度认真，专业基础扎实的学生，在毕业设计中

往往能够表现出色，在毕业设计过程中认真查阅资料、积极

与指导教师沟通、按时完成任务的学生，成绩普遍较好。相

反，平时学习不认真、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的学生，在毕业

设计中遇到的困难较多，成绩相对较差。

四、存在的问题

1. 部分学生基础知识不扎实

在毕业设计过程中，部分学生对船舶制造的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掌握不够扎实，导致在设计方案的确定和参数计算

等方面出现错误。

2. 学生创新能力不足

许多学生在进行毕业设计时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过于依

赖指导，导致毕业设计结果缺乏创新性和独特性。

五、改进措施

1. 加强基础知识教学

在日常教学中，加强对船舶工程技术专业基础知识的教

学，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2. 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通过开设创新课程、举办创新竞赛等方式，激发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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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附件：1. 10 份左右原始指导记录表佐证

2. 10 份左右原始评阅表佐证

3. 10 份左右原始答辩记录表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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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原始指导记录表（10 份）

毕业设计指导记录（2024 毕业设计）

线上指导记录

1.全体统一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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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船舶 20101 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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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船舶 21101 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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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原始评阅表（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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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原始答辩记录表（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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