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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毕业论文

文本质量调查研究 ①

伍汝辉
（怀化学院 科技处，湖南 怀化４１８００８）

摘　要：本科毕业论文是大学阶段最后一个教学环节，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

践能力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以我国８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届８００份本科毕业论文为调查对象，就其

符合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在“摘要内容编写规范”

“文献综述必备”“结论内容编写规范”和“注释与参考文献编写规范”上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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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正式颁布实施。该办法规定，申请学位者必须提
交毕业论文（设计），毕业论文（设计）成为本科生获取学士学位资格的重要依据。毕业论文不但是获取

学位的依据，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素质、促进学生发展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还是一所高

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直接反映。鉴于毕业论文的重要价值，２００４年８月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明确把毕业论文（设计）质量作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一个重要指

标，同时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普通高等学校切实加强和改进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管理，决

不能降低要求，更不能放任自流［１］。新建地方性本科院校大多由专科学校升格而来，是高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曾说过：“如果没有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很难说我们高等教育发展

得好。”本文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毕业论文文本质量进行了调查研究，旨在了解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毕业

论文文本质量，从而了解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学工作水平高低，为提高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办学水平和教

学工作水平提供借鉴。

１　调查对象与内容
１．１　调查对象

本调查采取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湖南省内８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届的８００份毕业论文
进行调查。其中，每所学校１００份，每届２５份。
１．２　调查内容

以《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为据编制调查表，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届本科毕业
论文包括论文题名、摘要、关键词、目次页、条文页码、引言、图表、数学物理化学式、结论、注释与参考文

献、附录等１１个方面符合毕业论文编写规范的程度进行文献分析。

２　调查结果
本科毕业论文在“题名”“中英文摘要具备”“中英文关键词具备”“目录具备”“致谢”和“附录具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１５
作者简介：伍汝辉（１９７８－），女，湖南新化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高校课程与教学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备”等项上得分很高，均在９０％以上；在“摘要内容规范”“文献综述有述评”“结论内容规范”和“注释与
参考文献规范”等４项上得分不高，规范百分比不到６０％。具体见表１。

不规范主要表现为题目拖沓冗长，不够精炼，不能突出重点；摘要要素不全，或缺目的，或缺方法，或

缺结论或讨论，笼统阐述研究目的、意义及内容和阐述论文结构是最常见的两个问题；关键词数量不符，

或只有一两个，或超过８个；国家标准明确要求条文页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进行编码，但有的采用“一”
“（一）”“１”“（１）”；绪论或引言中没有研究背景介绍，或虽有文献综述，但只罗列文献结果，没有对研究
问题及相关问题的概括阐述；图和表所表达的内容重复，缺图序、图题、表序、表题，或序号标注不对；结

论不够凝练；有些学位论文没有结论或结语，也没有讨论，或虽冠以结论或结语，却写成不属于学术研究

范畴的经济效益和应用前景展望；注释与参考文献不编号；缺失著录项，如缺著者或责任者、页码、出版

地、出版者和出版年；著录错误，主要包括文献类型标识符有误、著录标点有误、作者或责任者著录有误；

著录顺序颠倒；多个附录不编号或编号不规范，不采用大写英文字母，采用阿拉伯数字编号；附录中引文

需注明出处时未标明注释或注释符号不对。

表１　本科毕业论文规范百分比一览表

项目 具体要求 规范百分比／％

题名
中英文必备 ９１

字数规范 ９５

摘要
中英文必备 ９５

内容规范 ４９

关键词
中英文必备 ９４

规范 ６５

目录
必备 ９６

合乎规范 ６６

条文 编码规范 ６５

引言
备文献综述 ６７

文献综述有述评 ４５

正文
图表规范 ６９

公式规范 ６５

结论
必备 ８５

内容规范 ５２

致谢 必备 ９５

注释
必备 ９０

著录规范 ４８

附录
该有时备 ９３

著录规范 ８０

３　原因分析
被调查的毕业论文中，规范比最低是“文献综述”，仅４５％。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学校、指导教师对

文献综述的漠视有关。调查显示，８所学校中仅有２所高校明确规定本科毕业论文须有系统阐述的文
献综述，其它学校仅在开题报告书中已有研究成果一栏要求有文献综述，而且缺乏文献综述应达到具体

标准的阐述。对文献综述的漠视助长了论文抄袭之风，既不利于培养大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同时

也不利于本科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摘要和结论内容编写规范百分比分别为４９％和５２％，远远低于题目、目次页、图表等外在形式的规
范比。这与学校和教师对这两项要求不够严格、指导不够认真有关。对本科指导教师来说，由于本科教

学评估压力，他们在毕业论文形式规范指导和审查上比较严格，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内容的指

导。另外，本科生平时缺少这方面的训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与参考文献著录不规范”也是本科毕业论文中一个较突出的问题，不规范比占５２％。究其原
因，这与本科生写作态度不端正、部分学校和指导教师责任意识和标准意识不强有关。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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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是一个繁重的细活，既要求写作者具备严谨求实、脚踏实地的作风和写作态度，又要求学校和指导

教师能进行有力的外部引导和监督。众所周知，我国期刊众多，百花齐放，不同的期刊在注释与参考文

献的标注上规范不尽相同。不仅社科类与自然科学类规范不相同，就是同属的期刊规范也不相同。毕

业论文存有的著录错误很多可以在期刊上找到样本。其次，不同学校由于学术发展背景与特点不同，对

学位论文的规范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学校和导师对学位论文的要求本身就不规范，与国家标准相冲

突，这也是本科毕业论文著录不规范一个重要原因。

４　建议与对策
４．１　端正学生写作态度，养成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

要利用专业课教育教学及毕业论文写前动员大会、教师身传言教等多种手段，对学生进行科学道德

规范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和对自身能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提高做

好毕业论文工作的使命感与责任感［２］；通过签订诚信保证书，使学生确立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实事求

是等科学的精神态度，坚决反对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不道德的行为。

４．２　增强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改革，夯实毕业论文写作基础
针对把“文献检索课”“学位论文写作”课作为本科生选修课或隶属于基础、应用写作课的作法，高

校可把这两门课程作为大二或大三本科生的必修课程，内容应涉及“馆藏书刊与文献分布情况、数据库

资源的内容和检索方法、专业网络资源搜索方法指导、学位论文写作方法、学位论文写作格式与规范”

等，同时还可举办针对性很强的写作专题、讲座等活动，对学生进行系统规范的学位论文写作培训。

各专业课教师在传授基本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时，还应向本科生介绍学科前沿问题及热点问题并

组织学生讨论，使学生初步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注重启发式、课堂讨论的方法，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

新意识，活跃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习惯。

针对学生平时科研训练机会少的现状，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以大学生兴趣小组、社团等为载体，利用

学科知识竞赛、专业学术讲座、学生科研立项等手段，为广大本科生提供接触和了解学科专业科学研究

活动的机会。在日常教学中也应指导本科生做一些小型的研究课题。改革单一、闭卷的试题考核模式，

提高论文写作在专业课考核中的比重，凡是可采用写文章或小论文形式的课程，都可尝试让学生提交论

文，作为评分依据之一。

４．３　加强毕业论文管理，构建全程质量管理机制
毕业论文的撰写、指导、批阅、成绩评定及到最后的论文答辩，涉及到众多的要素、环节及程序，要提

高毕业论文质量，除加强平时的教学和管理外，还须将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众多要素有机、有序地协

调和组织起来，构建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全程质量管理机制［３］。具体而言，高校、指导教师和毕业生应

加大在开题、提纲编写、修改论文、答辩准备、答辩、辩后修改这六大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

４．４　细化毕业论文写作规范，加强薄弱环节指导力度
首先，在启动毕业论文工作前，高校应以《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编写格式》等国家标

准为据编写毕业论文写作规范，对每部分内容的撰写要求、字体、格式等作出明确规定。其次，指导教师

应加大对文献查阅的指导力度，指导学生结合选题进行文献资料查阅，收集与毕业设计课题有关的数

据、图表等资料，调查了解与课题有关的研究存有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本课题的总体规划及要求。最后，

高校要健全管理制度，完善硬件设施建设。明确指导教师在各环节中的指导职责；严格答辩资格审查，

达不到要求者坚决不予通过；丰富和完善校图书馆建设，为毕业论文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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