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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军校教员如何做好本科毕业设计的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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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 

[摘 要] 指导教员作为 “引路人”在本科毕业设计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论文结合军校的特殊背 

景，分析了教员在指导毕业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军校教员应当 “审时度势，因材施教”并且秉承 “授之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教育理念，探讨了军校教员如何在本科毕业设计中扮演好 “引路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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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the Teachers Be Good‘‘Guides”in the Gradu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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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chers should Iay a gui~ng role，which is very important in graduation project．Considering the 

especial background of military academy，this paper analyzes typical problems of the teachers work in graduation project， 

and points out they should take the stock of the situation，teach the students in accordance of their aptitude and cherish the 

idea of“giving people fishing instead of fish”．It mainly discusses how a teacher becomes a good “guide’’in gradu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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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本科毕业设计是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不可缺少的 

重要阶段，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对于提高学员理论研 

究水平和创新实践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其主要 目的是使学 

员获得本专业必需的基本训练，培养学员综合运用所学基 

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为进一步规范毕业设计工作，不断提升本科学员毕 

业设计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军队院校教学管理部门 
一 般都会对本校毕业设计的命题、选题和开题、指导和检 

查、评阅、答辩及成绩评定等各个环节提供一系列的管理 

措施和方法。尽管如此，毕业设计仍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 

地方，尤其是在毕业设计题 目命题和具体指导方面，而这 

两方面的工作都与指导教员密切相关。 

笔者是一名军校教员，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在 

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工作中存在的多数问题都与教员对自身 

角色定位不准有关。本文认为，指导教员在本科毕业设计 

中承担的角色应当是 “引路人”，而现实中不少教员却是在 

“扶学员走路”甚至 “背学员走路”，从而偏离了本科毕业 

设计的教学目标。因此，指导教员能否理解 “引路人”的 

内涵并准确把握这一角色对毕业设计的质量至关重要。本 

文将结合军校的特殊背景，分析目前毕业设计中存在的问 

题 ，指出军校教员在设计命题时应当 “有的放矢 ，因材施 

教”，在具体指导时应当秉承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的教育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本科毕业设计的 “引路 

人 ”。 

二、教员在指导毕业设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指导教员应当明确 “以学员为主，以教员为辅”的指 

导原则，做好本科毕业设计的 “引路人”。然而，有些教员 

由于对自身角色定位不准，或工作责任心淡薄，在毕业设 

计指导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J，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 

个方面。 

(一)毕业设计题目命题不当 

有些教员往往忽略了毕业设计命题对激发学员兴趣和 

积极性的重要性，对命题没有进行深思熟虑。由于忽略了 

学员的个人特色和能力基础，或不考虑军校学员能够用于 

毕业设计的有效时间，或为了减轻自身指导的工作量等， 

就会出现命题不当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命题缺乏综合 

性和新颖性，使学员提不起学习兴趣；工作量和难度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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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过小，使学员难以把握设计进度甚至很难独立完成；还 

有些命题内容陈旧甚至几年不变。此外，近年来设计题目 

中软件仿真和编程所占的比重较大，硬件题目较少，使得 

学员在毕业设计阶段难以得到动手能力的训练。 

(二)具体指导方法不当 

有些教员在指导本科毕业设计时，只注重结果而忽略 

了对学员能力的培养。在军校，由于军事训练和考研等导 

致学员毕业设计时间不是很充分，或选题难度超出学员自 

身能力等，存在着一些教员代替学员完成大部分工作的现 

象。这种行为从结果看提高了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但学 

员在过程中并没有得到锻炼和提高。 

还有些教员则对本科毕业设计疏于管理或无暇顾及。 

这是因为军校教员往往同时担负着繁重的科研任务和教学 

任务，加之对毕业设计重视程度不够，从而放任自流或完 

全交由研究生指导。本文并不反对研究生为本科生答疑解 

惑，给予一定程度的指导，但作为指导教员必须从宏观上 

把握毕业设计的完成情况，在过程中引导学员各方面能力 

的提高。 

此外 ，有相当一部分教员不注重与学员之间的交流， 

或交流方式不当。例如，在与学员交流时滔滔不绝 ，却忽 

略了听取学员的想法，不注意搜集学员的反馈信息，这样 

就会削弱学员的 “主体”意识。 

三、相关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看出在毕业设计题 目命题和具体 

指导方法上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笔者通过多年的实践 

和思考，提出了以下两点解决措施，供同行借鉴和参考。 

【一)有的放矢。因材施教 

显然，做好 “引路人”的第一步就是要选择一条适合 

学员走的路，也就是命题和编写任务书的过程，这是影响 

毕业设计质量的关键环节。一般的步骤是指导教员先设计 

好命题 ，经审核汇总后发布到学员队，学员 自行选题后再 

反馈给指导教员，然后指导教员下达毕业设计任务书。需 

要强调的是，在编写任务书之前，有必要与学员进行一次 

见面交流，目的是了解学员的个人情况和兴趣导 向等，从 

而及时调整毕业设计的难度、工作量等。 

在命题和编写任务书时，应当有的放矢，因材施教。 

尤其对于军校教员，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命题不仅要与学科专业相结合，还要与一定的 

军事背景相结合。作为军校学员，毕业后必定要投身国防 

事业，多数会到部队承担一些军事装备技术研究和保障工 

作。毕业设计内容具有一定军事背景，可以激发学员的兴 

趣和主动性，同时为将来从事相关工作打下技术基础。 

其次，根据毕业设计时间合理安排工作量和进度。军 

校的教学目标是培养 “文武兼备”的高素质军事人才，因 

此军校学员在进行本科毕业设计的同时，往往还要进行军 

事训练和其它部队活动。指导教员不应当对此持有抵触情 

绪，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估计出学员的有效毕业设计时间， 

从而规划好毕业设计的工作量和进度。工作量过大会让学 

员觉得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进而失去信心和主动性。 

最后 ，充分考虑学员的个体差异和兴趣导向，因材施 

教。学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能力、基础等差异，尤其 

是军校学员。以笔者所在军校为例，本科学员包括军事指 

挥和工程技术两大类；军事指挥类学员中有通过高考录取 

的，也有来自基层部队的战士学员。诚然，他们之问在培 

养方式、培养目的、分配去向、理论基础、个人能力等多 

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毕业设计的过程应当使学员在原有能 

力水平上得到提高，而不能要求所有学员达到同样的水平。 

因此指导教员要通过选题后的及时交流掌握该学员的知识 

结构、科研能力等情况，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后下达任务书， 

确保毕业设计任务对该学员来说难度适中、工作量饱满。 

此外，还要通过交流关注学员的兴趣导向，让学员 自己选 

择课题内容中感兴趣的部分，从而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 

(二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那么，如何做好 “引路人”呢?事实上，“授之以鱼不 

如授之以渔”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 “引路人”的内涵。在 

指导毕业设计过程中，教员应当注重科研方法的传授，强 

调学术态度的传承，加强对学员科研能力和其他任职能力 

的培养。在具体指导方法上，要把对学员多方面能力的培 

养贯穿到毕业设计的各个环节中，达到综合锻练的目的。 

首先，引导学员做好整体规划。俗话说，好的计划是 

成功的一半。有相当一部分学员尚缺乏基本的科研思路， 

往往急于求成，忽略了前期可行性论证等关键环节。因此， 

在毕业设计开始之初就要和学员一起做好时间和任务规划， 

明确每一段时间对应完成什么任务，并且安排好定期检查 

指导的时间节点。好的时间规划会使学员保持适度的时间 

紧迫感，并有利于及时把握和调整课题进度，确保毕业设 

计顺利完成。 

其次 ，引导学员增强资料文献的查阅能力。毕业设计 

初期 ，学员的主要任务是查 阅和消化相关资料文献。虽然 

在一些本科课程设计中涉及到了该项能力的训练，但实践 

表明，很多学员到了毕业设计阶段这方面还是很薄弱。有 

些教员代替学员搜集和筛选资料文献，使得学员毫不费力 

就获得第一手资料，虽然是帮学员省时省力却也省去了锻 

炼能力的机会。检索、搜集和筛选相关领域对自己有用的 

信息是一项技巧性工作，对于将来不管走上部队工作岗位 

还是选择进一步深造的本科学员来说，都是一项非常重要 

的能力。笔者曾经带过一些学员，由于选题具有军事装备 

背景，他们表示搜集相关文献非常困难。通过交流发现， 

他们往往只会选取毕业设计题 目中的个别词作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原因之一是他们并不理解选题内容、生搬硬套， 

原因之二则是他们缺乏锻炼和基本的检索技能。“实践出真 

知”，如果教员能在方法上给予引导，让学员通过自身实践 

完成资料的搜集和筛选，就会使学员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 

得到能力的提高。 

第三，引导学员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促进其创 

新能力的培养。本科毕业设计的重要培养目标之一就是培 

养学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有很多学员一遇到 

问题就向教员求助，甚至消极等待。要引导学员学会主动 

思考，遇到问题首先求助于自己，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和方 

法解决问题，不管结果如何，这些尝试过程必然是有益的。 

当学员提出疑问时，教员最好不要直接给出答案，更要避 

免对学员解决不了的困难完全代劳；而是应当采用循循善 

诱的方式引导学员正确分析问题，提醒学员对各种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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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使学员的思路自然而然地向正确的解决方法靠 

拢。除此之外，要强调多角度看待问题，鼓励学员对老问 

题提出新办法，这样就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学员的创新意识。 

第四，引导学员加强科技论文的撰写能力。调查表明， 

本科学位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条理性、逻辑性， 

重点不突出；之二是论文格式不规范。有些学员在写作论 

文时，不考虑资料与论文的相关度，一味进行资料堆砌， 

没有逻辑性，究其原因是写论文之前并没有清晰的思路。 

因此，应当要求学员先拟定详细的论文提纲 (包括章、节 

甚至小节)，然后与教员讨论提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修改 

意见，还要强调论文的重点在于自己所做的工作和得到的 

结论，这样才能使论文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结论明确。 

同时，应当重视对学员写作规范的要求，注重培养良好的 

写作习惯。因此，在论文格式上要求严格按照统一的规范 

格式，尤其是对图表、公式、参考文献及其引用等进行严 

格把关；在论文措辞上要求通顺、简洁，符合科技论文撰 

写要求。这些对培养学员严谨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的科学素 

养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引导学员增强与人交流和 自我展现的能力。通 

过定期见面指导、网上答疑、电话短信等多种方式与学员 

进行沟通，不仅可以深化师生感情，还能锻炼学员与人交 

流的能力。此外，还可以要求学员定期汇报工作进展，制 

作简单的ppt并加以讲解，教员从旁提出疑问，类似一场小 

小的答辩。这样学员在最后毕业答辩时会更从容和懂得应 

变，更能充分展现自己。 

最后，引导学员树立严谨的学术态度。一定要对论文 

内容进行严格把关，坚决杜绝抄袭、剽窃等行为。一旦发 

现苗头，必须严厉批评，从思想上进行深刻教育。 

四、结束语 

军校教员肩负着为部队输送高素质军事人才的重要使 

命，要树立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本科毕业设计是高等 

院校教学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 ，对提高学员 

综合素质有着重要作用。因此 ，军校教员如何发挥主观能 

动性，做好本科毕业设计的 “引路人”，是一个需要不断思 

考和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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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二是将学生实验的主要工作量从编程转移到算法和策 [2] 

略设计上；三是采用游戏的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而且 

我们将以往历届的算法、策略全部公开，学生为了团队荣 [3] 

、 为了取得好成绩，只能动脑筋在学长的基础上不断创 [
4] 新

。 

五、总结 [5 3 

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造性，关键是改 

变观念，不仅要追踪专业学科知识的快速更新，而且要注 

重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形成知识一体化和综合化。在实 

践中，应当努力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教与 

学，转变为探讨与思考。教学的重点不应是让学生在考试 

中取得高分，而是让他们理解和接受所学专业知识的思想 

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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