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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设计整体分析报告

及过程（佐证）材料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作为装备制造领域的一个分支，专

注于培养学生在模具设计和模具制造方面的专业技能。模具

设计与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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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融入人才培养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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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设计包括选题指导、任务下达、

过程指导、成果答辩、资料整理和质量监控等阶段，历经几

个月的时间。在整个过程中，学生们在学校指导老师和企业

指导老师的悉心指导下，逐步完成了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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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内容分为产品设计类和工艺设计类。共 46 道选题，

产品设计类包括冲压模具设计、注塑模具设计等，共 40

道。其中，企业提供 8 道，包含极风散热背夹收纳盒注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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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设计、电动车仪表盘壳注塑模具设计、电脑蓝牙音响外壳

的注塑模具设计和开缸器盖板复合冲裁模设计等；教师自拟

25 道，包含定时闹钟电池后盖注塑模具设计、游戏手柄上盖

注塑模具设计和连接座锁钩复合冲裁模设计等；学生自拟 7

道，包含鼠标盒后盖注塑模具设计、热水壶充电底座注塑模

具设计等。

工艺设计类包括数控车削加工工艺设计与实施、铣削加

工工艺设计与实施等，共 6 道，教师自拟 6 道，包含球头轴

数控加工工艺设计与实施、同心轴装配加工工艺设计与实施

和刀架支板铣削工艺设计与实施等。

选题内容涵盖了冲压模具、注塑模具、数控加工等多个

领域，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综合性。

2.选题论证及任务下达

在 2023 年 10 月 27 日前，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

行选题论证。首先，学生提交初步选题意向，指导教师根据

人才培养定位对选题的可行性、实用性和创新性等进行评估。

接着，邀请企业指导老师参与论证，结合行业实际需求提出

建议。最后，综合各方意见确定选题的合理性。

在 2023 年 11 月 10 日前，通过书面通知和线上平台相

结合的方式下达任务。步骤如下：一是明确毕业设计的要求

和目标；二是确定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对应关系；三是发放相

关资料和模板，包括毕业设计任务书、毕业设计成果模板等。

3.过程指导

过程指导时间段为 2023 年 11 月 11 日-2024 年 3 月 29

日：

第一阶段（2023 年 11 月 11 日—2023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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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确定设计思路，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撰写毕业设计

初稿。指导方式为面对面交流和线上沟通相结合，指导记录

需详细记录每次指导的时间、地点、内容和学生的反馈。评

阅比初稿，提出修改意见。

第二阶段（2023 年 12 月 1 日—2024 年 1 月 15 日）：检

查设计进度，解答技术难题，指导学生进行模具设计和工艺

计算。定期组织小组讨论，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学习。指

导记录重点记录设计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对学生

的阶段性成果进行评阅，确保设计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第三阶段（2024 年 1 月 16 日—2024 年 3 月 29 日）：审

核设计图纸和文字表述，指导学生进行优化和完善。指导记

录总结设计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确定终稿，整理文件上传至

毕业设计管理平台。

佐证 1：指导记录见附件 1

佐证 2：评阅表见附件 2

4.成果答辩

成果答辩2024年4月30日前完成，由4-5名指导老师

组成答辩小组，答辩小组设答辩组长和答辩秘书各一名，

学生依次参加答辩。

答辩开场：（1）由答辩委员会主席或主持老师宣布

开始，并介绍答辩委员会成员。（2）学生进行简短的自

我介绍，包括姓名、专业、毕业设计题目等。

学生陈述：（1）学生用一定的时间（5-15分钟）对

自己的毕业设计进行陈述。陈述内容主要包括毕业设计

的背景、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等。（2）在陈述过程

中，可以结合演示文稿展示设计作品、设计参数、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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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便更好地说明自己的设计。

提问与回答：（1）答辩委员会成员根据学生的陈述

内容进行提问。问题可能涉及毕业设计的各个方面，如

设计思路、技术难点、创新点、实际应用价值等。（2）
学生需要认真听取问题，稍作思考后进行回答。回答问

题时要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尽量突出自己对问题的理

解和解决能力。

评议与打分：（1）提问与回答环节结束后，答辩委

员会成员进行评议。他们会根据学生的毕业设计质量、

陈述表现、回答问题的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2）答辩

委员会成员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打分。

佐证3：原始答辩记录表见附件3

5.资料整理

资料整理包含以下内容（2024年5月1日—2024年5
月31日）：毕业设计任务书、毕业设计成果、指导记录、

评阅记录、答辩记录、查重报告等。具体步骤如下：

在答辩结束后，学生按照要求整理资料，提交给指

导教师并上传学校毕业设计管理平台。指导教师审核资

料的完整性和规范性，提出修改意见。学生修改后再次

提交，经审核合格后归档保存。

6.质量监控

专业层面质量监控：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定期组织

教师进行教学检查，了解学生的设计进度和质量。检查

方式包括查阅指导记录、评阅学生成果、与学生交流等。

配合二级学院的复查和互查：在二级学院规定的时

间内，积极配合复查和互查工作。提供相关资料，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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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人员的询问和指导。

配合学校层面的抽查：按照学校的要求，准备好毕

业设计资料，迎接学校的抽查。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及

时进行整改。

二、选题分析

本专业共有 1 个毕业班，共 36 人，模具教研室拟定了

毕业设计四大类的题目框架，组织学生进行选题。

1. 选题类型分布

毕业设计选题主要包括冲压模具设计、注塑模具设计、

数控车削加工工艺设计与实施和数控铣削加工工艺设计与

实施四大类。其中，冲压模具设计选题占 20%，注塑模具设

计选题占 80%，数控加工选题为 0。选题类型主要根据教师

情况进行分布，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专业发展方向。

2. 选题难度分析

选题难度分为容易、中等和困难三个等级。大部分选题

难度为中等，占总选题数的 60%，既能保证学生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设计任务，又能充分锻炼学生的专业能力。少数选题

难度较大，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

3. 选题的实用性

选题注重与实际生产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例如，

选题贴近装备制造企业生产、工作实际，尽可能来源于模具

设计、模具制造、船舶制造、机械装备制造等企业真实生产

项目，可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选题提倡真题真做。并针对

企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改进和优化，能够为企业提供一

定的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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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绩分析

1. 成绩分布

毕业设计成绩分为优秀、优良、一般和不合格四个等级。

其中，优秀等级（90 以上）1 人，优良等级（80 以上）6 人，

一般等级（60 分以上）28 人，合格率为 100%。成绩对应试

题的困难、中等和容易三个等级，可以看出学生大部分选择

容易试题，小部分同学选择了中等和困难的试题。

表 1 毕业设计成绩分布统计

毕业设计总人数 35 人（毕业生人数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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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爱元 6 0 1 5

谭补辉 10 0 2 7 1 人入伍

周珊 10 0 1 9

张杰 10 1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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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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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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生对模具设计与制造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掌握不够扎实，导致在设计方案的确定和工艺计

算等方面出现错误。

2. 学生创新能力不足

大部分学生在毕业设计中只是对现有模具结构进行改

进和优化，缺乏创新性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3. 学生二维和三维软件操作能力有待提高

部分学生在绘图和软件应用方面存在不足，如模具设计

过程不流畅、CAD 绘图不规范、CAM 软件操作不熟练等，影

响了设计效率和质量。

五、改进措施

1. 加强基础知识教学

在日常教学中，加强对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基础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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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3. 加强二维和三维软件应用能力训练

在课程教学中，增加绘图和软件应用的实践环节，提高

学生的绘图和软件应用能力。

综上所述，2024 届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总

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通

过对毕业设计过程的总结、选题分析、成绩分析以及存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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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剖析，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希望能够为今后的毕业

设计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不断提高毕业设计质量，培养出

更多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模具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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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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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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