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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针对当前军队院校首次任职培训和本科学历教育融合式培养模式改革后ꎬ 本科毕

业设计中遇到的研究时间紧、 研究内容与培养目标不匹配的问题ꎬ 提出了一种以毕业设计为牵

引ꎬ 将课堂讲授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和毕业设计环节进行统筹协调ꎬ 将岗位任职能力培养贯穿

于毕业设计教学实践过程中的新模式ꎮ 该模式能够有效解决传统毕业设计模式中存在的问题ꎬ
提高学员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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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毕业设计是培养学生动手实践、 分析与解决

问题、 科学研究等方面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１ － ２]ꎮ
自 ２０１７ 年开始的军队院校培养模式改革中ꎬ 明确

将军队院校的生长干部培养模式从原来的 “合训

模式” 和 “直通车模式” 统一调整改革为 “首次

任职培训专业 ＋ 本科教育专业” 的融合式培养模

式ꎬ 按通专结合方式ꎬ 以 “文化军政基础 ＋ 专业

背景 ＋ 首次任职” 为框架构建课程体系ꎮ 在这个

培养体系中ꎬ 毕业设计承担着学员岗位任职能力

培养的重任ꎬ 是 “首次任职” 阶段中一个重要的

实践教学环节ꎮ 毕业设计内容的选择、 过程的实

施等教学环节能否满足当前以部队首次岗位任职

能力培养为目标的需要ꎬ 对学员毕业后能否较快

适应岗位任职要求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３]ꎮ 因此ꎬ
对毕业设计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ꎬ 使其能够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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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调整改革后的新的培养模式就显得非常

有必要ꎮ

　 　 二、 当前军校学员本科毕业设计

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新的一轮军队院校改革之下ꎬ 毕业设计的

组织与实施存在以下两个问题[４]:
１ 毕业设计与专业课程教学和岗位任职能力

培养在时间上存在冲突

在原 ４ ＋ １ 的培养模式下ꎬ 岗位任职能力的培

养一般都在第五年完成ꎬ 培养模式调整后ꎬ 原培

养方案中学时较多的专业背景课程的教学时间压

缩到第三年完成ꎬ 第四年则主要针对岗位任职能

力培养ꎬ 增加了诸多的面向岗位的课程ꎮ 课程的

增加ꎬ 造成新的培养模式下的毕业设计时间普遍

缩短 ２ 周—４ 周ꎮ 与此同时ꎬ 大四阶段的毕业联

考ꎬ 包括体能考核和专业技能考核也穿插其中ꎬ
这使得能够真正用于毕业设计的有效时间大幅缩

短ꎬ 给毕业设计的教学实施带来了较大的挑战ꎮ
２ 传统毕业设计在培养学员的综合能力方面

发挥作用不够

“首次任职培训专业 ＋ 本科教育专业” 的融合

式培养模式是以岗位任职能力的培养为重要目标

之一ꎬ 这其中大四阶段的毕业设计由于持续时间

最长ꎬ 能力培养最为全面ꎬ 因此扮演着培养学员

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岗位任职能力的重要角色ꎮ 但

由于培养模式的调整ꎬ 本科专业基础课程教学、
岗位任职课程教学ꎬ 以及毕业实习、 毕业联考、
毕业设计等各个环节交织在一起ꎬ 相互之间容易

脱节ꎬ 导致毕业设计内容中的知识训练和综合运

用的培训与首次任职岗位能力需求之间难以准确

匹配ꎬ 难以形成一个系统化的、 完整的教学过程ꎮ
因此有必要面向能力需求ꎬ 将毕业设计作为牵引ꎬ
统筹协调好各个教学环节ꎬ 使毕业设计真正发挥

其作用ꎮ
因此ꎬ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ꎬ 在充分调研科研

院所、 基层部队等单位的基础上ꎬ 本文以军校本

科毕业设计为研究对象ꎬ 提出了一种与岗位任职

能力培养相融合ꎬ 贯穿第四学年课程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的毕业设计模式ꎬ 以此来增强毕业

设计在培养学员岗位任职能力方面的作用ꎬ 提高

学员综合应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来独立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ꎮ

　 　 三、 与岗位任职能力培养深度融

合的毕业设计模式

(一) 基本思路

针对前面提出的培养模式变更后ꎬ 毕业设计时

间不足ꎬ 以及毕业设计与课程教学、 实践教学等环

节的协调匹配问题ꎬ 提出如图 １ 所示的调整思路ꎮ
如图 １ 所示ꎬ 首先在充分调研分析岗位任职能

力需求的基础之上ꎬ 构建岗位任职知识技能培训模

块清单ꎬ 然后选定知识覆盖面广ꎬ 实践动手能力培

养全面的毕业设计选题ꎬ 并在此基础上将毕业设计

的时间向前延伸到大四学年的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

环节之中ꎬ 以解决毕业设计时间不足的问题ꎮ 与此

同时ꎬ 以毕业设计活动的开展为牵引ꎬ 将分析得到

的岗位任职知识技能培训模块清单合理分配到不同

的教学环节中ꎬ 以此解决毕业设计与课程教学、 实

践教学等环节的协调问题ꎬ 并最终形成全面的、 系

统性的岗位任职能力培养模式ꎮ 这种模式实现了毕

业设计与各教学环节的深度融合ꎬ 实现了学历教育

与任职教育的融合ꎬ 同时还解决了新的培养模式下

毕业设计时间不足的问题ꎮ
(二) 构建岗位任职能力与知识技能需求模块

清单

军队院校培养模式改革之后ꎬ 学员最终的能

力生成主要有两个方面ꎬ 一是专业知识能力ꎬ 即

首先要满足国家高等教育本科培养目标要求ꎬ 具

备基本专业素质ꎮ 此类能力主要通过学历教育课

程来完成ꎻ 另一个能力是作为未来军官所必须具

备的岗位任职能力ꎬ 主要在第四年的任职教育阶

段完成ꎮ 学历教育的重点在于学科专业基础知识

的掌握ꎬ 它以知识逻辑的构建为目标ꎬ 为岗位任

职能力的培养打好基础ꎬ 而岗位任职能力以及相

关的知识应该面向部队实际岗位ꎮ 因此ꎬ 毕业设

计如果要达到岗位任职能力培养的要求ꎬ 则必须

以岗位能力需求为牵引ꎬ 在深入调研部队岗位以

及相应的军事训练大纲要求的前提下ꎬ 突出与岗

位结合最为紧密、 最为重要、 最为直接、 应用面

最广的内容ꎬ 构建以能力为目标的毕业设计内容

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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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融合式毕业设计模式的主要思路

由于近年来军队改革力度较大ꎬ 原有的很多岗

位都经过了重组ꎬ 因此准确地把握这个能力需求比

较困难ꎬ 需要以 “人的全面发展” 理论为依据ꎬ 按

照 «军队人才培养目标模型» 的标准要求ꎬ 广泛深

入开展问卷调查ꎬ 准确获取岗位任职能力需求ꎮ
岗位任职能力的需求分析可以通过三个渠道

来实现ꎬ 一是以军委机关下发的各种文件精神为

依据ꎻ 二是以部队的训练大纲为依据ꎻ 三是通过

到业务机关ꎬ 到基层部队调研摸清部队对人才培

养的现实要求、 毕业学员的主要优势和不足等ꎮ
因此ꎬ 这一类调查的对象一般包括两类ꎬ 一类是

对口的军队业务指导机关ꎬ 这类单位一般从顶层

上掌握了基层学员任职岗位的类别和基本能力要

求ꎻ 另一类是第一任职岗位所在的基层单位ꎬ 这

类单位是最直接的用人单位ꎬ 在岗位任职能力的

细节需求方面最清楚ꎬ 也知道学员任职能力的核

心需求是什么ꎮ 调查可以采用非概率社会调查方

式ꎬ 通过现场座谈、 问卷调查与电话调查相结合

的方法获取信息ꎮ 然后根据问卷调查结果ꎬ 对意

见进行比较ꎬ 在此基础上确定本专业岗位任职能

力需求模块清单ꎮ

(三) 构建知识技能培训模块清单

任职能力需求体现的是完成某项任务对学员

能力的需求ꎬ 这种需求的描述更多的是过程性和

比较抽象的能力描述ꎬ 如具备某某装备保障组织

实施、 具备某装备状态监测和评估的能力等等ꎬ
这样的能力描述在毕业设计等教学过程中不容易

把握ꎬ 而且由于保障岗位的多样性ꎬ 单一的任职

能力的描述其适应面也比较窄ꎬ 学员如果一旦毕

业没有分配到对口的岗位上ꎬ 其任职表现可能会

打折扣ꎮ 针对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将抽象

的能力描述进行分解ꎬ 转换为明确的知识与能力

锻炼内容ꎬ 并形成知识技能培训模块ꎬ 在教学过

程中以这些经过精选的知识技能培训模块的清单

为核心对象ꎬ 将其融会贯通到毕业设计、 课程教

学、 岗位见习等各环节之中ꎮ 这种模块化的能力

培养模式ꎬ 可以针对具体的任务进行组合ꎬ 以使

学员具备适应各类任职岗位的能力ꎮ
知识技能模块清单的确定过程同样采用调查

表的方式完成ꎬ 先进一步详细描述前期汇总获得

的岗位任职能力需求清单ꎬ 然后将初始需求填入

调查表中ꎬ 分发给校内外的同行专家ꎬ 并汇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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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意见ꎬ 将相近的知识技能模块进行整合ꎬ 形成

最终的、 模块化的知识技能培训清单ꎮ 图 ２ 以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专业为例ꎬ 简要描述了岗位任

职能力知识技能培训模块清单的生成过程ꎮ

图 ２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知识技能培训模块生成示意图

(四) 知识技能培训模块与毕业设计、 课程教

学以及实践教学融合

知识技能培训模块清单确定之后ꎬ 需要将其

分解到毕业设计ꎬ 以及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环节

之中ꎮ 具体的分配原则可以参考以下几点:
(１) 在讲授类的课程教学环节ꎬ 重点进行知

识模块的传授ꎬ 侧重于知识技能模块中的基础理

论部分ꎬ 以此作为综合分析能力培养的基础ꎮ
(２) 实践类课程环节以岗位实习和课程实作

为主ꎬ 不包含毕业设计环节ꎬ 其中课程实作环节

以动手能力的锻炼为主ꎬ 包括实验方法、 主要专

业软件的应用等ꎮ
(３) 对于毕业设计环节而言ꎬ 应侧重于知识

技能综合能力的运用ꎬ 以综合性较强的ꎬ 多知识

技能模块的组合训练为主ꎮ
这个环节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毕业设计内容的

选择ꎬ 应该选择能够更为全面地实现对学员专业

素质以及岗位任职能力锻炼的选题ꎬ 该选题还需

要能够对相关的课程教学、 实践教学环节进行牵

引和协调ꎬ 从而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教学过程ꎮ 以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为例ꎬ 其学员首次任职岗位

多为舰船总体、 船体维修与管理、 舰船技术状态

监测保障与评估鉴定等ꎬ 要求学员掌握船体结构

与强度校核、 舰船稳性等专业知识ꎬ 因此ꎬ 将命

题类型分为舰船综合方案设计及船体专题两类ꎬ
然后根据任职岗位需要有所侧重ꎮ 这类选题一方

面能够较好地涵盖学历教育的内容ꎬ 能够通过综

合性的设计将大四的相关课程进行连接ꎬ 另一方

面还包含有较多的ꎬ 能够在首次任职岗位工作中

应用的知识技能[５]ꎮ
(五) 新的毕业设计模式组织实施中的几点

做法

组织实施的核心是将毕业设计与课程教学、
实践教学进行融合ꎬ 同时将岗位任职能力的培养

融合到毕业设计环节之中ꎮ 具体来说可以采用如

下几种方式:
１ 通过案例的形式ꎬ 将毕业设计的研究内容

引入到课堂

将毕业设计中与岗位任职能力培养密切相关

的内容与课堂讲授研讨主题相融合ꎬ 因为将案例

研讨和实际的应用场景结合到一起ꎬ 往往能极大

地激发学员的积极性ꎬ 并且使学生知道问题是什

么ꎬ 关键点在哪里ꎬ 课堂上的激烈研讨会碰撞出

很多火花ꎮ 此外ꎬ 课堂研讨的成果还可以直接转

换为毕业设计的阶段性成果ꎬ 进一步促进了毕业

设计工作的深入ꎮ
２ 通过调整优化实作项目ꎬ 将毕业设计中的

实践培训内容引入课程实作中

在保持知识技能模块培训要求不变的原则下ꎬ
将针对岗位任职能力培养的实践性的课程实作ꎬ
通过调整优化课程实作内容的方式与毕业设计研

究内容相融合ꎬ 这样就在毕业设计与实践性教学

环节之间达到了集成的目的ꎮ
３ 将岗位实习的内容与毕业设计的研究内容

统筹起来

岗位实习是培养学员任职能力的重要环节ꎬ
提高实习的教学效果一直都是一个难题ꎮ 通过毕

业设计模式的改革ꎬ 学员在前期课程教学ꎬ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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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研究的过程中ꎬ 会积累众多悬而未决的

问题ꎮ 实习之前针对这些问题ꎬ 组织学员进行研

讨ꎬ 并形成问题清单ꎬ 然后再针对性的进入实习

环节ꎬ 这种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实习的效果ꎬ 同

时促进毕业设计研究的深入ꎮ
由于改革后的毕业设计环节周期长ꎬ 难度大ꎬ

因此除了以上三点之外ꎬ 还需要加强开题环节的

控制ꎬ 严格按照岗位任职能力培养的目标来选题ꎬ
并使选题能够适应新的模式ꎮ 其次是要通过科学

化的制定考核节点加强过程控制ꎬ 把控好毕业设

计的整体进度ꎮ

　 　 四、 毕业设计模式改革实施的效

果与反馈

　 　 按照新的毕业设计模式要求ꎬ 我们对部分班

次进行了改革探索ꎬ 具体实施从大四的上学期 １０
月份开始ꎬ 一直持续到大四下学期 ６ 月份正式的毕

业设计答辩完成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学员的综合实

践能力、 岗位任职能力取得了显著的提升ꎮ 完成

了从舰船使命任务论证、 战术技术指标论证、 型

线设计、 总布置设计、 三维模型构建、 初步性能

计算、 单项关键技术研究等一系列工作ꎬ 这些工

作基本覆盖了核心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ꎬ 以及岗

位任职能力相关的知识技能培训模块ꎮ
此外ꎬ 我们还对部分毕业学员遂行任职岗位

的情况进行跟踪ꎬ 收集了毕业学员遂行任职岗位

的情况ꎬ 学员普遍反馈经过毕业设计的高强度的、
全面的锻炼ꎬ 个人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动手能

力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ꎬ 毕业设计中的部分技

能很快就应用到了实际岗位中ꎮ

五、 结语

军校的本科生教育和地方高校相比有一些先

天的优势ꎬ 如日常管理制度比较严格ꎬ 学习氛围

浓厚ꎬ 此外各专业人数一般比较少ꎬ 适合于开展

小班化、 精英化的教育ꎬ 因此ꎬ 针对本科学员开

展深入的毕业设计改革有非常好的基础ꎮ 本文提

出的与岗位任职能力培养深度融合的毕业设计模

式ꎬ 实现了毕业设计与各教学环节的深度融合ꎬ
实现了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的融合ꎬ 同时还解决

了新的培养模式下毕业设计时间不足的问题ꎬ 对

于提升学员岗位任职能力可以发挥显著的作用ꎮ

参考文献:

[１]　 杨建军ꎬ邹立平ꎬ夏冬欣. 提高军校本科学员毕业论文

质量的思考[ Ｊ]. 空军预警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３ (３):２２９
－ ２３２.

[２]　 鞠苏ꎬ罗迎社ꎬ邢素丽. 军地高校合作开展本科毕业设

计联合培养探索实践[Ｊ]. 高教研究与实践ꎬ２０１５(２):
１０ － １３.

[３]　 牟金磊ꎬ彭飞ꎬ王展智.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毕业设计

选题策略研究[Ｊ]. 海军院校教育ꎬ２０１９(３):４０ － ４２.
[４]　 杨喆. 提升军事院校本科学生毕业设计质量的策略

[Ｊ]. 课程教育研究ꎬ２０１８(１５):１４５ － １４６.
[５]　 刘英学ꎬ刘文白ꎬ张宝吉.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培养模

式研究[Ｊ]. 船海工程ꎬ２０１２(６):１３４ － １３７.

(责任编辑: 陈　 勇)

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