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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对各类专业毕业论文的

形式提出新的要求。例如，标准提出工商管理类专业应

加强毕业论文（设计）的实践性导向，鼓励学生采取学

术论文、案例分析、调研报告、管理实验、创业模拟等

多种形式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毕

业论文应体现学术性和实践性，毕业论文可采取学术论

文、案例分析、调研报告和创业方案设计等形式。“国

标”提出的毕业论文形式多样化要求我们对现有毕业论

文形式的单一性做出改革。

经过文献梳理，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在推进论文改革

过程中，大多数院校主要采取丰富论文考核形式、开展

专业化训练等具体实践。例如，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许艳

（2019）以 2018 届英语专业毕业生为试点进行了实践型

毕业论文改革，32 名学生选取了与社会实践、岗位实践、

创新创业项目等相关的选题，撰写了实践型论文并顺利

完成论文答辩，在答辩中的表现总体上优于撰写传统理

论型论文的学生。绍兴文理学院李晓明（2016）提出工

商管理专业以实践作品代替论文，部分学生可以把省级

大赛获二等奖或以上的作品代替毕业论文。安徽科技学

院段海明（2020）提出将毕业论文开题时间提前至大二

学期，注重毕业论文过程性考核。安徽农业大学江胜名

（2019）提出差别化考核指导教师，对创新创业类毕业论

文指导教师应该增加课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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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种文献资料，毕业论文实践改革还没有成熟

的理论指导体系，各高校都是在自己摸索毕业论文改革

实践途径，效果也参差不齐。论文写作过程中仍然面临

着论文选题不合理、学生研究能力弱、创新实践型论文

改革比例不高、论文数据不真实、与地方企业对接差等

一系列问题。如何实现毕业论文与地方经济及企业问题

对接，提高论文质量，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思维也是毕业

论文的改革要求。

烟台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自 2021 年开始对毕业论

文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对改革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相

应的对策建议。

一、毕业论文改革的主要内容

1. 毕业论文形式改革

依据国家 2018 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烟台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选取了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三个专业作为试点专业。

各专业负责人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对学生进行座谈调研

等方式确定了各专业新增的毕业论文新形式，工商管理

专业新增创业策划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新增方案设计，

市场营销专业新增创业设计。各专业制定了相应的模板

和写作规范细则，每种新增的形式都与专业培养目标和

专业性质密切相关，能够反映学生的综合知识运用能力

和创新能力，并更具实践性和应用性。

经统计，2023 届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总共 116 篇，

其中 8 篇项目策划书，占总数 6.90%；市场营销专业毕业

论文总共 379 篇，其中 40 篇创业计划书，28 篇调查报告，

新形式论文占总数 17.94%；人力资源专业 74 篇毕业论

文，其中 2 篇方案设计，占总数 2.70%。部分同学将毕业

后真实的创业计划作为毕业论文内容。

2. 选题与地方经济对接性改革

地方性应用型大学，培养的毕业生大多数是面向本

省、本市内地方企事业单位。这就要求毕业生对毕业后服

务的企业应有尽可能多的了解，而撰写毕业论文就是一个

很好的途径，因此在毕业论文选题方面应该尽量引导学生

选择地方性企业或解决当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022 年 9 月，烟台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各专业负

责人就毕业论文选题要求进行讨论，统一了毕业论文选

题应尽量具体，鼓励学生以实习过或身边熟悉的企业为

研究对象，将实践与理论能真正结合起来，研究学生够

得到的企业，而非知名的学生从未接触的大企业。各专

业负责人又根据毕业论文改革选题要求对各自专业指导

教师进行选题培训，提出选题与当地经济紧密结合的要

求，通过学生对当地企业经济的调查了解，使学生能真

正用自己所学理论知识思考分析企业存在的问题，增强

毕业论文的应用性和可行性。

经统计，2023 届毕业生毕业论文选题以山东省内企

业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均达到 60% 以上。

3. 实践论文导师制改革

毕业论文的前置课程社会调查、认识实习、金工实

习、毕业实习、文献检索等都应该成为写作资料的积累

基础。烟台理工学院将工商管理专业作为试点设立实践

论文导师制，从大一开始，为每个学生配备专业课导师，

对各种实习实践课程的关系进行梳理。导师带领学生深

入企业实习，挖掘学生感兴趣的企业、行业或岗位。学

生大学四年所有的实习实践报告都由同一位导师指导，

促进学生和教师相互了解，使教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写

作成为一个持续的过程。

另外，鼓励导师带领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各种创

新创业竞赛。通过大学生“挑战杯”、市场调研大赛、互

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国家赛事指导学生发现挖

掘当地经济发展中的痛点或创新点，写出创业计划书，

并允许学生转化为最终的毕业论文新形式。

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 新形式毕业论文写作难度较大

每个专业提出的毕业论文新形式写作难度要大于传

统的学术型毕业论文，并且新形式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更

强，学生缺少实践经验想完成一篇高质量的实践性论文

难度较大。经统计，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的

主要困难中 47.06% 的同学认为对研究对象不熟悉。如图

1 所示。

图1　毕业论文写作中遇到的困难

2. 学生实习机会较少

由于近几年疫情的影响，学生真正进入企业实习的

机会很少，因此想依托实习企业为毕业论文选题对象较

难实现。仅有几个进入企业实习的学生也反映工作比较

忙，没有时间认真写论文。学校前期设置的金工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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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社会调查等课程因为疫情的影响也无法真正

落实，学生接触企业的机会较少，使选择新形式论文写

作的同学感到难度较大。

58.17% 的同学认为企业实践经验是对毕业论文写作

帮助最大的活动之一。39.87% 的同学认为实习实践课程

是对毕业论文写作帮助最大的活动之一。如图 2 所示：

图2　对毕业论文写作帮助最大的活动

但是 52.29% 的同学却认为现在学校开设的实习实践

类课程对毕业论文写作几乎没有帮助或帮助很少。如图 3

所示：

图3　现有实习实践课程对毕业论文写作的帮助

3. 实习实践类课程安排不合理

对于 2022 届和 2023 届毕业生，我们的论文导师制

是从大四第一学期的《文献检索与毕业论文写作》这门

实验课作为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的开始，时间较晚，没有

前期其他实践课程作为基础，因此学生写作基础较为薄

弱。如图 1 所示，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调

查中，49.02% 的同学认为选题方向难确定。在毕业论文

选题灵感来源调查中数据显示 64.71% 的选题来源于指导

教师的引导；47.71% 的选题来源于课堂学习的理论；只

有 16.34% 的选题来源于实习过的企业。如图 4 所示：

如图 1 所示，33.33% 的同学认为遇到的困难是不

会查找资料，这也反映学生前期写学术报告较少，面对

繁杂的文献资料不知如何归纳整理，找出有用的材料；

32.03% 的同学理论知识没掌握，15.69% 的同学 word 文档

操作不熟练。以上这些困难都是由于学生前期实习实践

类报告、论文写得较少，抄袭敷衍情况比较严重，写作

基础薄弱造成的，这对毕业论文实践性改革也形成了一

定阻碍。

在应该从几年级开始准备毕业论文的写作调查中，

3.27% 的同学认为应该从大一开始，5.88% 的同学认为

应该从大二开始，43.14% 的同学认为应该从大三开始，

47.71% 的同学认为应该从大四开始，如图 5 所示。

图5　应该开始准备毕业论文的年级

统计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同学认为毕业论文写作准

备工作应该在大四之前进行，而不是从大四开始。因此

对实习实践类课程报告书写应严格要求，实习实践类课

程应与毕业论文统一规划设计，实施论文导师制符合学

生的毕业论文写作需求。

三、研究建议与对策

1. 调整人才培养方案，重新设置实习实践类课程

现有的实习实践类课程基本都是单独设置，没有考

虑相互之前的影响关系，时间、课程、导师分配不尽合

理。应该从系统的角度重新分析各门实习、实践课程之

间的关系，引导学生一步一步认识企业、进入企业、熟

悉企业，挖掘学生感兴趣的企业、行业或岗位。并将实

习实践课程与各种大学生竞赛绑定起来，使各类实践课

程带有明确的目的，也使指导教师对实习实践课程报告

的批阅具备更加严格明确的标准，提高实践课程报告写

作质量。同时，高质量的论文报告不仅能提升学生论文

写作能力，使学生在竞赛中获得荣誉，增加学生日后的

图4　论文选题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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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也会为教师提供丰富的调研资料，辅助教师完

成科研工作，获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师生可以实现深入

互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教师教育能力。

2. 引企入校，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学校安排的实习实践类课程时

间较短，学生进入企业大多都是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无

法真正深入地在企业实践，了解企业。部分学生会在学

习之余进入企业兼职，但学生自己寻找的企业一般规模

较小，管理不正规，存在一定地风险和安全隐患。如果

学校可以筛选部分有规模、有资质、可在校内操作的正

规企业进入校园，为学生提供兼职机会，那么既为有需

求的学生提供合适的兼职机会、保障学生的安全，也可

以鼓励学生提前进入企业进行实践学习。

工商管理专业就于 2021 年 3 月对多家企业进行实地

考察和筛选，最终确定了蓝色智谷的图凌科技作为学生

兼职单位。以工商管理 20 级本科班为试点班，经过动

员宣讲该班 41 人中有 13 人参加完成企业培训，与企业

签约，并在学校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企业兼职工作。学生

每人除了有工资收入外，生活也更充实，也学习了相关

技术，提升能力，对自身能力和企业运营管理都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自从与企业合作以来，每年都会有同学参

加企业培训，利用课余时间在企业进行兼职。但是项目

推行以来出现的问题是学生并不会长期坚持下去。由于

没有有效的激励措施，部分同学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

会选择放弃，只靠工资无法完全吸引学生。部分学生也

只是抱着新鲜好奇的态度进入企业，但在熟悉工作内容

之后就会感觉无趣或占用时间。如果学校能给予参加

企业实践学生一定的学分奖励，将大大增加学生的积

极性，并形成一定的约束力，有利于学生实践经验的

获得。

3. 制定政策推行论文导师制

工商管理专业作为试点专业设立了实践论文导师制，

从大一开始，为每个学生配备专业课导师，学生大学四

年所有的实习实践报告都可以由同一位导师指导，促进

学生和教师相互了解，使教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成

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这种方式经过验证，取得良好的效

果。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也遇到各种问题。

实践论文导师制需要实习实践课程一课多师制配合

进行，由于现在的工作量计算一般都是以课程为单位，

每门课程的工作量只会挂在一名老师名下，实行一课多

师制就会影响老师工作量的计算。每位老师都有最低工

作量要求，随着新进入老师越来越多，课程分配可能会

越来越少，如果工作量只挂在一位老师名下，那其他老

师的工作量计算可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老师的工作

积极性。因此，学院可以制定相关政策，进行工作量计

算时可以对同上一门课的教师分配合适的工作量，支持

一课多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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