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标准

一、本标准适用对象

本标准适用于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毕业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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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 信息大类专业毕业设计指南”意见，以及学校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要求，对计算机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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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建设

（一）课程定位

《毕业设计》是高职高专计算机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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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体现计算机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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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计算机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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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课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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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完成一项具体工程实际项目、模拟项目或一个实际项目的方案设计，使

学生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独立分析和解决网络管理岗位群内

的实际工作技术问题的基本方法；学会查阅文献资料、使用各种标准手册以及自

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实际工作中严谨的工作作风；使学生在计算机网络

应用相关专业技术岗位的综合工作能力得到进一步训练和提高。

（三）课程任务

（1）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通过毕业设计，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和技能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一方面使学生对所学过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进行一次全面、系统地回顾和总结，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

专业知识及基本技能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毕业设计大都是来自于企业生产和工程实

际项目，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分析、设计和开发能力才能完成设计的任务要求。

从背景资料的整理、可行性分析、方案设计到最后的实现，都是在锻炼学生的实

践能力，提高学生对新问题的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

（3）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毕业设计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促进学生建

立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工作态度诸方面都会有很大

影响，对于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提高毕业生职业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4）协助学生定位就业方向。毕业设计是实现学生从学校学习到岗位工作

的过渡环节，学生在进行毕业设计时，需要对所学专业的某个领域进行细致、深

入的研究，搜集资料，不断探索创新，力求完善设计。使学生对专业领域获得较

全面的了解，对今后的就业和发展方向有很好的引导性作用。

（四）建议学时学分

毕业设计是该专业的一门专业综合实践课程，建议教学课时为 60 学时，建

议学分为 2学分。

五、毕业设计管理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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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信息工

程学院毕业设计指导委员会。本着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原则，成立以信息工程

学院院长为主任的毕业设计指导委员会，委员会下设信息工程学院毕业设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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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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

副主任：周政华

成员：胡志平、盛静、唐毅、李鹏、蒋恒、陈友明、刘柱文、唐满英、周琼、

李丽琳、陈海红、胡同花

（1）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工作组成员（成员名单体现校企双导师特点）

组长：胡志平

副组长：蒋恒

成员：熊哲夫、唐毅、李鹏、陈友明、盛静、刘逐波、唐满英、周琼、刘柱

文、艾灵仙、胡同花、雷鸣、李丽琳、尹光銮、刘艳满、李敏、陈齐、黄鑫、陈

海红、胡柳蓉、唐靓、杨荣忠。

（2）毕业设计答辩教师工作组成员

组长：陈彦

副组长：胡志平

成员：熊哲夫、唐毅、李鹏、蒋恒、陈友明、盛静、刘逐波、唐满英、周琼、

刘柱文、艾灵仙、胡同花、雷鸣、李丽琳、尹光銮、刘艳满、李敏、陈齐、黄鑫、

陈海红、胡柳蓉、唐靓、杨荣忠。

2.毕业设计成果评价工作组成员名单

组长：陈彦

副组长：胡志平

成员：熊哲夫、唐毅、李鹏、蒋恒、陈友明、盛静、刘逐波、唐满英、周琼、

刘柱文、艾灵仙、胡同花、雷鸣、李丽琳、尹光銮、刘艳满、李敏、陈齐、黄鑫、

陈海红、胡柳蓉、唐靓、杨荣忠。

3.毕业设计质量监控工作组成员名单

组长：陈彦

副组长：周政华

成员：熊哲夫、唐毅、李鹏、蒋恒、陈友明、盛静、刘逐波、唐满英、周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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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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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毕业设计作为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教

师绩效评价以及绩效考核等的重要内容。）

3.建立毕业设计工作校企联动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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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合理配备指导教师队伍 (配备数量足够、结构合理的指导教师队伍，指导

教师一般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每位教师指导学生数原则上 13 人左右，

最多不超过 15 人。第一次指导毕业设计的教师应配备有经验的教师协同指导。

实行“双导师制”开展毕业设计指导、毕业答辩、设计成果评价工作, 学校指导

教师为第一责任人。)

六、毕业设计选题

指导教师首先要指导学生选择毕业设计课题。确实选题后，教师要指导学生

对课题进行剖析，明确选题目标要求及预期成果。通过查阅资料和社会调研，提

出完成任务的设想与技术路线，规划方案，拟定进度计划。教师据此下达《毕业

设计任务书》。

1．目标和任务：明确毕业设计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作品，作品要实现的功

能或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2．设计思路：采用什么方法和策略进行作品的设计和开发。

3．技术路线：对要达到设计目标的具体步骤、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及准备采

取的技术手段等，每一步骤的关键点要阐述清楚并具有可操作性。

4．工具设备要求：完成作品所要求的软硬件条件

5．技术规范：作品设计开发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技术规范。

6．预期成果与完成进度：将工作任务进行科学的分解，按阶段完成的任务

进行合理的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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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类型

毕业设计选题紧贴生产实际。本专业的毕业设计课题为“XXX 设计方案”，

课题类型为：方案设计类，成果呈现形式为方案设计文档。

（二）选题要求

1．选题应符合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典型

性，能体现学生进行网络系统规划、网络系统设计、网络系统工程、网络安全规

划方案设计等实际应用的需求分析、信息检索、方案设计、资源利用、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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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体现出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的时代特征，应尽可能采用当前主流网

络及网络安全技术、网络及网络安全产品，贴近计算机网络行业产业生产、生活

实际，最好是来源于相关学校、企业、园区的真实网络工程实际项目，可以解决

生产和生活实际问题；提倡真题真做，完成网络系统规划、网络综合布线、网络

工程实施、网络安全规划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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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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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综合性较强、

工作量大的设计课题（如较复杂、综合性较强的园区网络规划）可分解为若干子

课题，学生分工合作，任务到人，确保每个学生通过努力能取得相应成果，并在

各自的设计任务书和设计成果等方面体现差异。

七、毕业设计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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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毕业设计内容

（一）毕业设计任务书

毕业设计任务书模板见附 2

（二）毕业设计成果

毕业设计成果模板见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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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设计空间

毕业设计空间地址：http://yzzy.xingyunnet.com

九、毕业设计答辩要求

在学校毕业设计指导委员会和信息工程学院毕业设计指导委员会指导下，成

立若干毕业设计答辩教师工作组对本届毕业生进行毕业答辩，主要针对“毕业设

计任务书”、“毕业设计成果”进行答辩。各答辩小组经集体讨论决定给予答辩成

绩定等并写出意见。

（一）毕业答辩条件

指导教师评阅：指导老师对学生毕业设计作品进行系统评价，并给予评价意

见，“不合格”者不予答辩。

（二）毕业答辩组织要求

1．在毕业设计指导委员会指导下成立答辩工作组，列出答辩小组成员名单

在答辩前两周报学院毕业设计工作办公室审核备案，通过后方能执行。

2．根据参加答辩学生人数的多少，可设若干个答辩小组，答辩小组负责对

学生进行答辩考评；每个答辩小组设答辩教师 3～5人；答辩小组设组长 1人，

负责组织答辩考评，组长应由答辩委员会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教师担任；答辩小

组应设书记员 1人，负责答辩记录和成绩汇总。

3．答辩小组根据答辩过程，参考指导老师意见，小组集体讨论决定给予成

绩定等意见。

（三）毕业答辩技术要求

1．答辩要点：①毕业设计的任务、目的和意义；②毕业设计的基本内容及

主要方法；③取得的成果、设计工作结论、存在问题与建议。

2．答辩中，由学生本人演示毕业设计成果，陈述毕业设计成果的核心内容。

陈述要语言精炼、重点突出，时间控制在 5～15 分钟；答辩教师提问 5～10 分钟。

答辩工作小组成员必须做好记录，作为评定毕业设计成绩的依据。

3．答辩后给予每一位学生指导性建议和答辩成绩，完成每一位学生的《毕

业设计及答辩成绩评价表》并予以客观评价。评定学生毕业答辩成绩（优秀、良

好、合格、不合格）。不合格毕业设计给予建议性指导，指出进一步修改方法，

争取达到合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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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交每个学生答辩记录单、答辩场景照片 4张、“毕业设计及答辩成绩

评价表”，按照《毕业设计质量评价表》评分标准统计汇总并取平均值作为汇报

答辩的最后结果。

（四）答辩档案管理要求

1．毕业答辩记录表：答辩记录表显示答辩时间、地点，毕业设计题目，答

辩记录过程（提问、回答问题情况等）、记录秘书签名、答辩教师小组长签名（见

附表 5）。

2．毕业答辩成绩评定表：包括了指导教师评语、答辩小组意见及成绩定等、

答辩工作小组审核意见及成绩定等。

十、毕业设计成绩评定

1．学生毕业设计成绩是学生毕业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毕业设计作为必修

课并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学生毕业设计成绩不合格暂缓毕业。

2．毕业设计成绩由设计过程评价、设计任务书评价、设计成果（作品）评

价、毕业答辩成绩四部分组成。毕业设计成果评价小组人员应严格考核毕业设计

成果。毕业设计成绩评定以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和成果为依据，过程评价主要考

核学生是否完整地执行毕业设计实施计划，成果评价主要考核其科学性、规范性、

完整性和实用性。答辩评价主要考核学生对设计任务的整体把握能力和回答问题

的准确性。成绩评定合理、评语认真详实、能反映出作品的真实水平。指导教师

应在答辩完成后两周内将各自指导的汇总学生毕业设计成绩汇总统一交学院办

汇总存档。

3．表彰优秀毕业设计：每个指导老师按 10-15%的比例推荐毕业生毕业设计

为“优秀”等级的作品，作为学院评选优秀毕业生参考依据，学院按 10%的比例

评选优秀毕业设计进行表彰。

4．不合格毕业设计处理：“无空间内容、无过程、无最终成果展示”的作

品直接定等为“不及格”，综合评定毕业设计不及格的毕业生将延迟毕业，直至

合格完成毕业设计。



 附件 1：

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抽查评价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指 标 内 涵

分值

权重

（%）

1.设计

任务

1.1 专业

性

毕业设计选题符合本专业培养目标；设计任务体现学生进行

需求分析、信息检索、方案设计、资源利用、毕业设计成果

制作、成本核算等专业能力和安全环保、创新协作等意识的

培养要求。

5

1.2 实践

性

毕业设计选题贴近生产、生活实际或来源于现场实际项目；

设计任务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典型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综合

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解决专业领域中实际问题的

能力。

3

1.3 可行

性

毕业设计任务书目的明确，任务具体，进程安排合理，成果

表现形式得当。
10

1.4 工

作量

设计任务难易程度适当，合作完成的每个学生有独立完成的

具体任务。
2

2.成果

质量

2.1 科学

性

毕业设计成果能正确运用本专业的相关标准，逻辑性强，表

达（计算）准确；引用的参考资料、参考方案等来源可靠；

能体现本专业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

新设备、新标准等。

25

2.2 规范

性

毕业设计成果相关文档结构完整、要素齐全、排版规范、文

字通畅，表述符合行业标准或规范要求。
15

2.3 完整

性

毕业设计成果体现任务书的要求；物化产品、软件、文化艺

术作品等应有必要的说明，说明应包含毕业设计思路、毕业

设计成果形成的过程、特点等。

25

2.4 实

用性
毕业设计成果可以有效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 15

说明：凡发现毕业设计成果剽窃和抄袭他人成果（包括完全雷同），或以论文、实习总

结、实习报告等方式呈现的，一律按零分处理。



 附件 2：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毕业设计任务书

专业

学生姓名 学号 班级

毕业设计课题

毕业设计类型 □方案设计类 □ 产品设计类 □ 工艺设计类

课题来源 1、实际项目（ ） 2、贴近生产实际（ ） 3、贴近生活实际（ ）

指导教师
校内

校外

毕业设计

起止时间
年 月 日

1.需要提供的毕

业设计条件

2.毕业设计目的

3.需完成的毕业

设计任务及要求

4．设计时间、设

计进度安排

5.需要提交的毕

业设计成果形式 1、毕业设计任务书 2、毕业设计作品 3、毕业设计作品说明书

6.学校指导老师意见：

指导老师签名（手签）：

年 月 日

7.二级学院审核意见

指导小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系）（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毕业设计任务书由指导教师和学生共同拟订，报所在学院指导毕业设计指导小组组长

审核后报院长审批后下发学生。毕业设计条件要充分、目的应明确、任务要具体。



 附件 3：

信息工程学院

毕业设计作品说明书

学生姓名：

年级专业：

指导老师：

院 部：

提交时间：20 年 月 日



诚信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毕业设计文本和成果，是本人在指

导老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毕业设计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成

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本毕业设计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

经发表过的作品和成果。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

此而引发的法律后果完全由本人承担。

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4：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毕业设计评阅表（指导教师）

学生姓名 学号

班 级 专业

毕业设计题目

毕业设计成果名称

任务书

审 阅

（含专业性、实践性、可行性、工作量）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毕业设

计成果

作品审

阅

（含科学性、规范性、完整性）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毕业设

计过程

审阅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毕业设

计指导

教师意

见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毕业设

计指导

小组意

见

毕业设计指导小组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5：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毕业设计评阅表（答辩教师）

学生姓名 学号

班 级 专业

毕业设计题目

答辩

教师

评阅

意见

1.毕业设计任务书审阅： 得分：

2.毕业设计成果（作品）审阅： 得分：

3.毕业设计空间审阅： 得分：

答辩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答 辩

工 作

小 组

组 长

意见

答辩工作小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5：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毕业答辩记录表

学生姓名 学 号

班级（专业） 实习单位

答辩时间 年 月 日 答辩地点

毕业设计题目

项目 评分标准（分） 实际得分（分） 备注

毕业设计

简要陈述

陈述思路清晰 3

语言表达清楚 2

立题背景及意义 5

成果完整科学 8

解决问题有创新 10

成果/作品特点 10

空间设计及建设 2

小计 40

毕业答辩环节

问题 1 正确 20

问题 2 正确 20

问题 3 正确 20

小计 60

总分 100

记录秘书签名
年 月 日

答辩教师签名

答辩成绩为： 分

答辩教师：

年 月 日

答辩教师工作

小组组长签名

同意答辩成绩为： 分

年 月 日



 附件 6：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

学生姓名 专业

学号 班级

毕业设计题目

毕业设计成果名称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实际得分

毕业设计任务书 15

毕业设计成果
25

15

设计过程评价 20

毕业答辩成绩 20

合 计 100

毕业设计成绩评定等级：

信息工程学院毕业设计指导委员会：

年 月 日

备注：优秀 90 分以上，良好 71-89 分，合格60-70 分，不合格 低于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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