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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应用型大学毕业论文存在选题范围过大或过小、选题过深、选题脱离实践等突出问题，本论文提出一种“应用选题、真题真
做”的项目式本科毕业论文模式。通过AMRC毕业论文模式的实践，分层次分步骤有计划培育学生的四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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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graduation	thesis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such	as	the	scope	of	topic	selection	is	too	large	or	too	small,	
the	topic	selection	is	too	deep,	and	the	topic	selection	is	divorced	from	practice,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oject	oriented	undergraduate	thesis	model	of	

“applying	topic	selection	and	doing	real	 topic”.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AMRC	graduation	thesis	model,	students’	four	abilities	are	planned	to	be	
cultivated	step	by	step	and	level	b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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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OBE 是 Outcomed	based	education 的缩写，是成果导向的教育。

OBE 强调五个核心问题 ：（1）教学目标，即教师让学生取得怎样
的教学成果；（2）实际需求，学生取得的知识能满足怎样的社会需求；

（3）培养过程，是如何取得这样的学习成果 ；（4）效果评价，即如
何去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 ；（5）过程改进，即如何不断改进教学为
了满足地方行业对人才的特殊需求，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针
对性”人才培养，重点解决就业群体就业能力、创新能力与用人单
位需求存在差距的现状。本科毕业论文是对学生四年学习成果的综
合性总结和检阅，也是应用型大学生就业实践最初尝试 [1]。本科毕
业论文作为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践环节，重点考察学生对
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
发挥着其他教学环节不可替换的作用。而目前本科毕业论文存在选
题范围过大，超出了本科生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2]。部分指导老师把
自己在博士期间的研究内容拿出一部分来，作为学生的毕业论文选
题，这样的题目常常学术化程度较高。而学生对自己毕业论文的内
容没有缺乏系统全面的认识 [3] ；同时，本科毕业选题和实践脱节严
重，部分选题来自本科大学四年的实验课程，学生知识得不到及时
扩充，实践能力得不到相应的提升等问题 [4]。很多专业本科毕业论
文都以理论设计为主，难以衡量应用型人才的能力水平 [5]。由于这
些现象，使本科毕业论文不能很好发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衔接的
重要作用。为了适应地方高校向应用转型的趋势，培养高质量的应
用型人才，“应用选题、真题真做”已成为当前我国高校教学改革
的一项紧迫任务。

项目式教学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将一个相对独立的项目交由
学生自己处理。其中信息的收集、方案的设计、项目实施及最终评
价，都由学生自己负责。学生通过该项目的进行，了解并把握整个
过程及每一个环节中的基本要求 [6]。这种教学方式被应用到各个学
科中，进行跨学科或跨知识点的整合。

为了满足地方行业对人才的特殊需求，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
开展“针对性”人才培养，重点解决就业群体就业能力、创新能力
与用人单位需求存在差距的现状。

本论文提出一种“应用选题、真题真做”的项目式本科毕业论
文模式。其将项目式教学融入到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中。其结构主要
包括目标（Aim）、方法（Method）、结果（Results）和结论（Conclusion），
简称 AMRC 项目式本科论文模式。AMRC 项目式本科毕业论文具
有系统化和体系化的特点，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等多方面的能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 项目式本科毕业论文模式的构建

AMRC 项目式本科论文以项目和课题为蓝本，立足“应用选
题、真题真做”的特点。在 AMRC 论文模式中，以工作任务为驱动，
分别专门设计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和校验
假设”四层次递进式教学模块。教师采用了“建立课堂文化、设计
与课标对应的方案、管理教学活动和评估学生”四个教学环完成教
学内容。本论文立足学生四年的专业基础知识，通过“应用选题、
真题真做”，构建“目标、方法、结果和结论”四部分构成的论文
模式。重点培育培养学生“知识应用、撰写文本、综合分析、解决
问题和独立工作”五维能力，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
出假设和检验假设”四步骤解决问题的能力。突出应用型大学专业
能力培养、应用型和实践性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将知（知）转化为
综合素质和能力（智），达到学生高阶思维培养的目的。项目式本
科毕业论文的模式见图 1 所示。

图 1	项目式本科毕业论文的模式
3 项目式本科毕业论文模式实践的有力举措
3.1 以服务地方企业为宗旨，以提升学生就业能力为目标，采

用“应用选题、真题真做”	
遵循服务地方经济的原则，以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

要的服务方向 [7]，根据地方经济和产业结构，以培养服务地方经济
人才为目的的应用选题 ；针对地方经济人才需求发展趋势，注重本
科毕业论文实用、实效和实际价值，采用“应用选题、真题真做”；
通过该方法，达到学生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一致的目的。针对本科
毕业基础知识和毕业设计时间有限的现状，建议采用一种“开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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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深”的论文选题方式，以适应于本科学生专业能力。在此基础
上，以“应用选题、真题真做”，解决实际问题为切入点，设置“小
而新”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通过该方法，有效解决选题过于宏大，
对学生的深度思考能力起不到培养作用的弊端。

3.2 师生协同采用“四步法”完成本科毕业论文，培养学生解
决问题的能力

在项目式本科毕业论文进行过程中，学生采用以“项目”驱动，
以学生学习为目的，采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和校验
假设”四步法完成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经过“建立课堂文化、设计
与课标对应的方案、管理教学活动和评估学生”四个部分完成教学
内容。其学生和指导老师每部分对应的活动内容分别见图 2 和图 3
所示。通过指导老师和学生的“教、学、做”在经纬度上高度融合。

图 2	学生“四步法”活动内容

图 3	老师“四步法”活动内容
3.3 构建“结构四部分”本科毕业论文体系，培养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
目标（Aim）：以应用需求为研究目标，学生通过企业生产实践，

发现行业企业中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通过与导师商量确定研究问
题，进而确定自己的选题。完成认识问题，明确提出问题，确立研
究目标（Aim）的训练。

方法（Method）：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提出解决途径，制
定合理方法，包括对象，原理，条件、程序、仿真和计算等。

结果（Results）：学生通过分析、综合、比较等方法，获得研
究之后的重要的新发现、新成果及价值。包括通过调研、计算和实
验取得成果，并剖析其不理想和局限的部分。建立现象和本质、原
因和结果间的联系 ；

结论（Conclusion）：针对应用需求的研究目标（发现问题），
总结问题，获得结论（Conclusion），进行分析研究，判断其可行性，
预测其应用价值。

3.4 建立实验、仿真和计算多元化教学实践体系，以保证学生
适应时代需求

在现代企业中，应用人才的计算设计和数据分析能力越来越
重要，为了让学生适应多元化人才市场的需求，构建实验、仿真和
计算多元化教学实践体系 ；以本科毕业论文为契机，培养学生使用
和学习计算软件的能力 ；培养学生采用计算软件论证其设计可行性
分析的能力 ；培养学生采用计算机迭代优化的方式，优化及设计结
构，增强其设计结构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通过此研究，增强培养
人才与社会需求的一致性。另外，针对地方企业的人才需求，可设
置其工训平台。依托工训平台，让学生得到针对型培养，达到扩充
学生视野的目的。

3.5 采取“学术导师”制度，让学生在大二进入实践阶段
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导师制一直在世界享有美誉 [8]。目前我系已

全面实行学术导师制，学生在刚进入大二的时候完成师生互选，即
可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也可以参与到导师的项目中，学生有充足
的时间去完成一个或多个完整的实验体系。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有
机会提前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9]，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毕
业论文主题，不必拘泥于一定要在大四才进入选题环节，这样可以
有效地避开学生考研、找工作的时间段，学生能有充足的时间花费
在毕业论文上面，确保毕业论文的质量。

地方性应用型本科更趋于大众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在本

科毕业论文考核方面也不应固守单一的模式，将其作为评价学生毕
业标准的唯一手段 [10]，如学生在本科阶段在公开刊物发表过一定
水准的学术论文，也可认定其符合毕业要求，无需再要求其撰写毕
业论文，既是对学生主动规划自己的学业、就业的鼓励，也可以缓
解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压力，将精力更多地放在有需要的学生身上。

3.6 产教深度融合，采用“学术导师”和“企业导师”双导师制，
实行校企联合协同培养“实践性”的人才

将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合并，统筹安排。目前多数应用型本
科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与就业工作都是分别设
置的，学生进入大四以后，由于缺乏三者统一的“教学平台”，往
往“一心多用”，无法全身心的投入到毕业论文工作中，因此，需
要将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教学课堂均带到企业当中去，不再将二
者的时间段进行区分，学生可以在企业实习的同时完成毕业论文，
在做毕业论文的同时也可以开展毕业实习 [11]。为确保二者的质量，
应该实行“双导师制”，企业导师对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中的实践
环节进行指导，学校导师进驻企业开展理论和实验方面的指导，从
而可以很好地解决时间紧张、理论与实践融合不够的问题。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 AMRC 项目式本科毕业论文模式，它是依据

项目模式，专门设计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和校验假
设”四层次递进式教学模块，分层次分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毕业论文
工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对锻炼学生科学严谨
治学态度、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作者采用
项目式毕业论文模式指导了两届毕业生，共计指导毕业学生 16 名。
通过项目式论文的实施，培养了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在 16 名学
生中，2 人被推荐为学校优秀毕业论文，学生以第一作者和第二作
者分别发表省级论文 1 篇，受理发明专利 3 件，授权澳大利亚革新
2 件。另一方面，采用项目式本科毕业论文，很好地培育了学生知
识应用、撰写文本、综合分析、解决问题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锻炼
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和检验假设”四步骤解决
问题的方法的能力 ；强化了攻坚克难的精神，实现了学生学习进阶
的课程目标，顺应应用本科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该模式可推广应用到
普通本科的理工科本科生培养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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