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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设计时间流程安排

2023 年 10 月，学校下发《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4 届毕业生毕业

设计工作实施方案》对 2024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工作进行总体安排部署。艺术系

按照学校要求积极部署毕业设计相关工作，制定《艺术系 2024 届毕业生毕业设

计工作实施方案》 统筹安排毕业设计课程，包括安排指导老师、向学生下达任

务、指导选题、组织实施等环节。指导教师根据学校下达的任务，全程指导学生

选题、制定并实施毕业设计计划。

(一)毕业设计选题指导阶段

1.毕业设计题库修订工作

(1)2023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15 日，学院根据省厅文件要求、学校毕业设

计工作实施方案等要求，修订毕业设计标准。

毕业设计标准研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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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 年 10 月，专业带头人组织开展毕业设计题库更新研讨会议，落实

每年选题更新不少于 10%的要求。

各专业毕业设计题库更新研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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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 年 11 月 10 日，教学副主任审核毕业设计选题,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高职三年制 24 届毕业生一共 42 人，专业带头人共提交毕业设计大选题 16 个，

学生可根据选题的大方向确定其自身的设计方向，专业带头人、教务干事分配毕

业设计选题和指导老师。

2.任务下达阶段

(1)11 月 10 日，服装与服饰设计教研组统一召开毕业设计工作安排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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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导老师向学生下达毕业设计任务书

3. 毕设过程指导阶段

2023 年 11 月 10 日—2024 年 4 月 20 日，学生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

设计定稿、设计成品制作、任务书及说明书的撰写。因部分学生在企业、就业单

位进行顶岗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工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线上、线下等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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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对学生提交的材料进行审阅指导：指导学生设计思维发散、思维导图制作、设

计草图修改等，检查学生的设计效果图，结合其思维导图，给出设计意见，并在后续的制作

过程中，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提出意见，给予指导。

4.成果答辩阶段

(1)2024 年 5 月，根据 2024 届毕业设计答辩规程，按照计划安排有序组织

学生进行毕业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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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阶段实施过程:

答辩现场

(2024 届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答辩成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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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 年 6 月 30 日前，各毕业设计答辩小组提交毕业设计答辩记录

表

5.资料整理阶段

(1)2024 年 6 月统一要求及时把毕业设计上传到毕业设计平台及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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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 年 3 月 19—5 月 19 日，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将毕业设计成果上传至毕业

设计管理系统

6.质量监控阶段

(1)2024 年 4 月，系部下发 24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检查工作安排通知，各教

研室组织本教研室老师对照文件要求，进行交换检查，给出整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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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设计情况分析报告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 2024 届毕业设计学生总人数为42人，指导教师 3人，

截至 6 月 25 日，教师配备完成率 100%，下达任务书完成率 100%，毕业设计

成果学生上传率 100%，毕业设计审核通过率 100%，其中 1人 2024 春季应征入

伍。

（一）选题分析

一方面，学院组织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音乐教育、美术教育、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专业带头人、教研室主任及骨干教师就毕业设计选题进行了专题研讨，

结合培养目标需求与实际市场要求，精心选择毕业设计题目；因范围有限，另一

方面，还组织学生根据流行趋势调研，提供选题。且为确保每年毕业设计选题更

新率在 10%以上，因此本届毕业设计选题中部分选题同时分配给了 3-4 名学生。

(二)成绩分析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24届 42名毕业生，毕业设计成绩70— 79分 21人，占

比 50%;80—89 分 21 人， 占比 50%。整体情况良好。

(三)存在问题

1.学生对毕业设计的重要性意识不够:部分学生对毕业设计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 缺乏足够的重视，这直接影响到毕业设计的质量。毕业设计的时间安排与

部分学生 的岗位实习时间重合，使得学生在毕业设计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相对

减少。还有部分学生在毕业设计过程中表现出自主学习能力不足，依赖导师指导

过多，影响了设计质量和进度。

2.平台操作程序不熟悉:指导老师对于电脑操作流程不清楚、不熟练，导致

毕业设计成果上传过程中出现问题较多。

3.毕业设计说明书不规范:学院在毕业设计工作方案中规定了毕业设计各个

附件的格式，但是部分学生没有引起重视，在文稿撰写时较为随意，在毕业设计

文稿存在不规范现象，如文字表述不清晰、语法错误、排版不规范等，影响了毕

业设计的整体质量。

4.部分指导教师指导不深入:由于指导教师数量有限或工作繁忙，可能无法

对每个学生进行充分的指导。这导致学生在毕业设计任务书、毕业设计制作等方

面出现问题时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

5.部分学生出现设计效果图和完成的设计成品不匹配，出入较大，可能是由

于在设计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可实现程度，在进行制作的时候，发现无法完成效

果图的样式，进而进行了更改，影响最后展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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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进措施

1.一要开好学生毕业设计动员大会。由于毕业设计实施期间部分学生在进行

岗位实习，动员大会可以以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行，会议上要重点强调毕业设计

的重要意义，引起学生对毕业设计的重视。二要开好毕业设计工作部署会议。面

向所有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强调毕业设计指导工作的重要性，清晰介绍毕业 设

计流程、各项工作节点以及相关要求，明确指导老师的工作职责。

2.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一是要求学生每周向指导教师汇报毕业设计进展情况，

教师及时给予反馈和指导。二是指导老师每周向专业带头人汇报本组毕业设计进

展情况，专业带头人要及时向学院反馈。学院毕业设计负责人及时跟踪毕业设计

进展情况，并密切和毕业班辅导员沟通，及时帮助解决指导老师与毕业生沟通不

畅通的问题。

3.完善毕业设计质量监督机制。在毕业设计过程中，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

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设计进度、指导教师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对于

在毕业 设计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和认真负责的指导教师，给予适当的奖励和表彰，

以激发师 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对于在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进度滞后、

成果质量不达标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改，并对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或相

应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