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生毕业设计标准

课程代码：Z1131220

课程性质：专业实践课程

参考学时：52

参考学分：2

职业方向：设备工程技术、机电产品设计、机械设备维修

适用对象：全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一、本标准适用对象

本标准适用于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是老师指导学生毕

业设计和学生实施毕业设计的依据。

二、本标准制订依据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9）4 号）；《关于加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指

导意见（试行）》（湘教通（2015）218 号）关于开展 2018 年度高

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抽查的通知（湘教通（2018）132号）；关

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湘教发（2019）22 号）；《关于加强新时代高等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湘教发（2018）38 号）等文件。

参考“湖南省装备制造类专业毕业设计指南”意见，以及学校机电一

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对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生的毕业

设计的制度建设、组织实施情况以及学生毕业设计成果制定评价标



准。

三、本标准制订原则

毕业设计选题要紧贴生产实际，老师提供的毕业设计条件要充

分，毕业设计目的要明确，毕业设计任务要具体，毕业设计成果评价

标准要科学。

四、毕业设计课程定位

《毕业设计》是高职高专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一门必修综合性

专业实践课程，毕业设计是教学过程的第三学年实习期间完成的一种

总结性的实践教学环节。是体现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和

加强学生专业能力综合训练的重要教学环节，也是机电一体化技术专

业学生毕业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该课程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完整

性和实用性等特点，在整个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中起非常重

要的作用。

五、毕业设计课程培养目标

毕业设计旨在通过系统训练，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就业、

创业和创新能力。毕业设计是推进产教融合的有效手段。通过毕业设

计，既有利于为行业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又能使生产现场新知识、新

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产品、新方法等有效融入人才培养过程。

六、毕业设计选题类别及要求

1、毕业设计选题类别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设计通常为产品设计类、工艺设计类、



方案设计类等类型。

2、毕业设计选题要求

（1）选题应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典型

性，能体现学生进行需求分析、技术信息检索、产品结构设计、控制

系统设计、改造方案设计等专业综合能力和安全环保、创新协作等意

识的培养要求。

（2）选题应贴近装备制造企业生产、工作实际，尽可能来源于

工程机械、电工电器、汽车制造、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船舶制造、航

空装备制造等企业真实生产项目，可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选题提倡

真题真做。

（3）选题应大小适中、难易适度，难易度和工作量应适合学生

的知识和能力状况，保证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工作量饱满，且能完成任

务。

（4）毕业设计原则上做到“一人一题”，选题避免雷同。对于

工作量大的毕业设计选题，可分解为若干个子课题，学生分工设计，

任务书中应明确每个学生的具体任务，并在成果要求中体现差异性。

3、毕业设计选题范例

（1）产品设计类

①自卸车儿童玩具三维设计

②逆变器设计与制作

……

（2）工艺设计类



①止推杆的数控加工工艺设计与实施

②塔形套的加工工艺设计与实施

……

（3）方案设计类

①基于 PLC 的车库自动门控制系统设计

②基于 PLC 的饮料瓶分拣控制系统设计

……

七、毕业设计成果表现形式与评价指标

1、毕业设计成果表现形式

产品设计类毕业设计成果通常包括产品设计图纸（如工作原理

图、产品装配图、主要零件图、电气原理图、安装接线图等）、设计

说明书、产品（三维建模）实物等。提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制作产

品（三维建模）实物。

工艺设计类毕业设计成果通常包括工艺规程及参数、程序清单、

专用夹具装配图建模、实物作品建模、设计说明书等。提倡呈现实物

作品，对于“XX 工艺设计与实施”之类的课题，则要求学生制作出

产品三维建模及仿真视频。

方案设计类毕业设计成果通常为一个完整的实施方案，表现形式

有某设备或某产品的选型方案、工艺动作设计方案、仿真检验方案、

工装设计方案等。

2、毕业设计成果要求

产品设计类：



（1）原理图、装配图、零件图、安装接线图等应正确、清晰、

符合国家规范和行业标准；

（2）产品应达到设计功能和技术指标要求，有一定应用价值；

（3）设计说明书应详细反映产品设计过程，至少包括产品功能

（需求）分析、设计方案分析和拟定、技术参数确定、产品功能效果

分析等内容，其格式、排版应规范；

（4）以照片、视频等形式展现产品（三维建模）实物的，照片、

视频资料应能够清晰准确展现产品构造和功能特点；

（5）满足成本、环保、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工艺设计类：

（1）原理图、装配图、零件图、安装接线图等应正确、清晰、

符合国家规范和行业标准；

（2）工艺路线、加工程序合理、可行，工艺规程填写完整、规

范、准确；

（3）夹具的定位方案、夹紧方案合理；

（4）制作的零件和工装夹具实物应达到设计要求；

（5）设计说明书要详细反映工艺设计过程，通常包括技术要求

分析、工艺路线拟定、工序设计、技术参数确定、工装夹具设计等内

容，其格式、排版应规范。

方案设计类：

（1）方案结构完整、要素完备，能清晰表达设计内容；

（2）方案撰写规范，图表、计算公式、参数和提供的技术文件

符合行业、企业标准要求；



（3）方案设计合理，具有可操作性，能有效解决课题设计中所

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4）满足成本、环保、安全等方面要求。

3、毕业设计成果评价指标

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评价根据选题类别不同而有所区别，具体见表

1～表 3。

表 1 产品设计类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评价指标及权重

评价指标 指 标 内 涵 分值权重

科学性

（30 分）

产品设计相关技术文件表达准确 10

设计方案科学、可行，技术原理、理论依据选择合理，有关参数计

算准确，分析、推导正确且逻辑性强
10

应用了本专业领域中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

新设备
10

规范性

（20 分）

产品原理图、零件图和装配图等技术文件规范，符合国家或行业标

准
10

设计说明书条理清晰，体现了产品设计思路和过程，格式、排版规

范，参考资料的引用等标识规范准确
10

完整性

（30 分）

提交的成果能完整表达设计内容和要求，完整回答选题所要解决的

问题
10

设计说明书完整记录产品功能（需求）分析、设计方案分析和拟定、

技术参数确定、设计方案成型、产品功能效果分析等基本过程及其

过程性结论

15

制作出产品（三维建模）实物 5

实用性

（20 分）

产品达到设计的功能和技术指标要求，能解决企业生产、社会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有一定应用价值
20

表 2 工艺设计类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评价指标及权重

评价指标 指 标 内 涵 分值权重

科学性

（30 分）

工艺路线合理、可行，工艺规程、相关图纸等技术文件表达准确 10

技术标准运用正确，工具选择恰当，工艺设计相关数据选择合理、

计算准确
10

应用了本专业领域中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

新设备
10



规范性

（20 分）

工艺规程、零件图、装配图等技术文件规范，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 10

设计说明书条理清晰，体现了工艺设计思路和过程，其格式、排版

规范，参考资料的引用等标识规范准确
10

完整性

（30 分）

提交的成果符合任务书规定要求，能完整表达设计内容和要求，完

整回答选题所要解决的问题
10

毕业设计说明书完整记录技术要求分析、工艺路线拟定、工序设计、

技术参数确定、工装夹具设计（根据任务需要定）等基本过程及其

过程性结论

15

制作出作品（三维建模）实物 5

实用性

（20 分）
工艺设计能有效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有一定应用价值 20

表 3 方案设计类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评价指标及权重

评价指标 指 标 内 涵 分值权重

科学性

（30 分）

技术路线科学、可行，步骤合理，方法运用得当 10

技术标准等运用正确，技术原理、理论依据或数学模型选择合理，

技术参数计算准确，相关数据详实、充分、明确
10

应用了本专业领域中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

新设备
10

规范性

（20 分）

方案能体现设计思路和过程，其格式、排版规范，图表、计算公式

和需提供的技术文件等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规范与要求
10

参考资料的引用、参考方案的来源等标识规范准确 10

完整性

（30 分）

方案要素完备，能清晰表达设计内容 10

设计方案分析、方案拟定、技术参数确定、预期成效及功能效果分

析等基本过程及其过程性结论完整
20

实用性

（20 分）

方案可操作性强，能解决企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一

定应用价值
20

八、毕业设计指导教师的配置与要求

1、具备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相关专业知识，尤其是具备机电

一体化设备的机、电、液、气的安装、调试、维护与维修的能力。

2、具备指导毕业设计工作的经历，具备较强的专业水平、专业



能力，具备创新概念，具有机电类岗位专业技能。

3、具备中级及以上的教师或工程师职称的证书，具备双师素质。

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5、指导学生人数应符合相关规定。

九、毕业设计实施环节及要求

毕业设计主要实施环节、内容及要求见下表：

十、毕业设计内容

1、毕业设计任务书

（1）专业性

毕业设计任务书应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一定的综合性和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时间分配 备注

资料准备 了解课题思路

资料准备与借阅

1周
学生课外

时间进行

知识准备 专业相关知识复习与掌握

设计思路确定 设计任务分析

设计内容的准备

进行初步课题设计

设计进行 设计初稿完成 3周

设计说明书初审 设计说明书初稿评审

1周
集中指导

设计说明书修改

与定稿

设计说明书修改及优化

答辩准备 指导答辩

预答辩准备 1周

答辩 答辩

合 计 6周



典型性，能体现学生进行需求分析、技术信息检索、产品结构设计、

控制系统设计、改造方案设计等专业综合能力和安全环保、创新协作

等意识的培养要求。

（2）实践性

毕业设计任务书应贴近装备制造企业生产、工作实际，尽可能来

源于工程机械、电工电器、汽车制造、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船舶制造、

航空装备制造等企业真实生产项目，选题提倡真题真做。

（3）可行性

毕业设计任务书应可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4）工作量

毕业设计任务书应大小适中、难易适度，难易度和工作量应适合

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状况，保证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工作量饱满，且能完

成任务。

2、毕业设计成果

（1）科学性

产品设计相关技术文件表达准确；设计方案科学、可行，技术原

理、理论依据选择合理，有关参数计算准确，分析、推导正确且逻辑

性强；应用了本专业领域中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

法、新设备。

（2）规范性

产品原理图、零件图和装配图等技术文件规范，符合国家或行业

标准；设计说明书条理清晰，体现了产品设计思路和过程，格式、排



版规范，参考资料的引用等标识规范准确。

（3）完整性

提交的成果能完整表达设计内容和要求，完整回答选题所要解决

的问题；设计说明书完整记录产品功能（需求）分析、设计方案分析

和拟定、技术参数确定、设计方案成型、产品功能效果分析等基本过

程及其过程性结论；制作出产品（样品）实物。

（4）实用性

产品达到设计的功能和技术指标要求，能解决企业生产、社会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有一定应用价值。

3、毕业设计空间（建立两个栏目）

在毕业设计平台专门建立一级栏目“20××届毕业设计”，其下

建立“毕业设计任务书”、“毕业设计成果”2个二级栏目。

十一、毕业设计答辩要求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答辩方案

1、答辩条件

完成了毕业设计任务书、说明书、作品和工程图等。

2、答辩组织要求

答辩组织程序是自我介绍、答辩人陈述、提问与答辩、总结。

3、答辩技术要求

有条理、有层次、用词准确、语言流畅、应口齿清楚、语速适度。

4、答辩档案管理要求

完成了毕业设计答辩有关资料的整理和上交。



十二、毕业设计考核及成绩评定

1.考核标准

毕业设计的成绩以四级制记分，即：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毕业设计的成绩从以下几个方面考核：毕业设计的难度；说明书

的质量；独立工作能力与工作态度；答辩时反映的基本概念、思路见

解及知识面。

优秀：能优异地完成任务书所规定的任务，设计的方案、结构与

成果比较先进，在某些方面有独特的见解；毕业设计或设计报告内容

完整，论述详尽，设计正确，说明书符合规范且质量高；完成的指标

达到甚至高于规定要求；独立工作能力强；答辩时概念清楚，回答问

题正确。

良好：能较好完成任务书所规定的任务，设计的方案、结构与成

果较好；毕业设计或设计报告内容完整，论述详尽，设计正确，说明

书符合规范且质量较好；完成的性能指标基本达到规定要求；有一定

的工作能力；答辩时概念清楚，回答问题基本正确。

合格：勉强完成任务书所规定的任务，设计的方案、结构与成果

存在个别原则性错误；毕业设计或设计报告不够完整；说明书有错误

且质量较差；完成的指标质量较差；独立工作能力较差；答辩时概念

不够清楚，回答问题有错误。

不合格：未能及时完成毕业设计所规定的任务，设计方案、结构

与成果错误较多；毕业设计或设计报告质量较差，错误多；完成指标

不符合要求；答辩时概念不清，回答问题原则性错误多。



2.考核方式

采用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相结合。理论部分为设计过程的考核，

实践考核以答辩情况进行考核，如下表：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理论部分考核

设计图纸、图表规范 10

毕业设计成果水平 20

说明书的质量 30

独立工作能力与工作态度 20

实践部分考核

答辩递交材料质量 5

答辩时回答问题的思路及见解 10

答辩时反映的知识面 5

合 计 100

（优秀：90-100 分 良好：75-90 分 合格：60-75 分 不合格：60 分以下）

十三、毕业设计保障

（一）组织机构

在学校毕业设计领导小组和学校毕业设计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

成立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毕业设计指导委员会。本着院校合作、

工学结合的原则，成立以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院长为主任的毕业

设计指导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毕业设计指导

教师工作组（一般教学副院长为组长）、毕业设计答辩教师工作组（指

定专管毕业设计工作副院长为组长）、毕业设计成果评价工作组（学

院院长为组长）、毕业设计质量监控工作组（学院院长为组长）。明

确毕业设计工作职责，负责毕业设计指导、答辩、成果评定和考核等

工作统筹、组织和协调，监控毕业设计质量。



1、毕业设计指导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罗 辉

副主任：张超鹏

成员：邓子林、廖 玲、蒋聘煌、谢晓华、廖 晔、张义武、蒋

文华、唐晓民、邓彦波

（1）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工作组成员组长：邓子林

副组长：廖 玲

成员：蒋聘煌、谢晓华、廖 晔、张义武、蒋文华、唐晓民、邓

彦波

（2）毕业设计答辩教师工作组成员

组长：邓子林

副组长：谢晓华

成员：蒋文华、蒋国生、何根茂、邓毅、蒋太波、蒋智蓓

2、毕业设计成果评价工作组成员名单

组长：罗 辉

副组长：张超鹏

成员：邓子林、廖 玲、蒋聘煌、谢晓华、廖 晔、张义武、蒋

文华、唐晓民、邓彦波

3、毕业设计质量监控工作组成员名单

组长：罗 辉

副组长：张超鹏

成员：邓子林、廖 玲、蒋聘煌、谢晓华、廖 晔、张义武、蒋



文华、唐晓民、邓彦波

（二）管理机构

1、制定毕业设计工作管理制度

制定毕业设计管理规定，明确毕业设计选题、实施流程和成果考

核等方面的规范；建立毕业设计工作问责机制，加强对毕业设计工作

的指导和监督。

2、建立健全毕业设计质量监控体系

建立毕业设计质量内部监控体系，完善毕业设计质量监控标准，

将毕业设计作为机电一体化技术人才培养质量、教师绩效评价以及绩

效考核等的重要内容。

3、建立毕业设计工作院企联动机制

引进企业专家兼任毕业设计指导教师，逐步推行毕业设计“校内

指导教师+企业指导教师”的“双导师”制。鼓励指导教师和学生参

与企业产品开发和技术攻关，将企业的真实项目作为毕业设计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