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市教委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校对 2018 年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进行了自查，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概况 

我校高度重视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2018年按照《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

（教高厅〔2004〕14号）和《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津教委高〔2002〕23号）等相关文件

要求，切实开展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我校 2018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共涉及 14个本科专

业，分别隶属教育学、管理学、文学、理学、艺术学 5个学科门

类。 

2018年我校本科毕业生共有 1216人，指导教师 232人，其

中教授 47人、副教授 98人，分别占指导教师总数的 20%和 42%；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1216个。毕业论文（设计）优秀率为 2.4%。 

二、主要工作成效 

（一）强化全过程管理 

1.论文撰写阶段 

学校不断强化教师对论文撰写各环节的指导，尤其注意避免

出现论文格式、英文翻译、有效性检验等方面出现低级错误，培

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将论文指导记录表纳入整体论文档案材

料中，强调指导教师指导记录不得少于八次，加强对教师日常指



导的痕迹管理。 

2.论文审查阶段 

我校采取二级学院自查与教务处抽查两种方式，由各二级学

院对 2018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全面自查，教务处对

各二级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开展随机抽查。 

3.论文倒查阶段 

我校连续五年开展对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倒查工作，聘

请多名校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对抽查论文进行内容撰写上的再次

评阅，以期用更公正客观的视角对我校论文质量进行把控。对达

不到学士论文（设计）水平以及不符合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要

求的，予以全校通报，并要求限期整改。同时对本科生毕业设计

（论文）的抽检评议结果向全校公布，对抽检不合格学生论文要

求指导教师作出说明。自 2017 年开始，我校将“指导学生毕业

论文近 5年论文倒查中没有问题论文，学生无学术不端现象”纳

入教师职称评审基本条件，为切实提高论文教师指导质量提供保

障。目前 2018届毕业论文倒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二）加强制度建设 

1.完善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监控体系 

2018年我校继续完善“校—院—教研室”三级管理制度，对

《天津体育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规定》（教务处教

〔2006〕16号）进行了修订。实行教务处、校教学督导组、二级

学院多层次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监控体系，对各二级学院毕业

设计（论文）工作开展了随机抽查。主要的检查内容包括：各二

级学院对学校论文管理规定的执行情况；使用“中国知网”大学



生论文抄袭检测系统进行全部本科生设计（论文）检测;检查论

文评语是否明确、具体;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文件资料是否

齐全，要求将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表、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成绩评定表统一成袋存档。对部分存在字数不足、部分抄袭的本

科生毕业设计（论文）作者，给予重新撰写毕业设计（论文）、重

新答辩并缓发毕业证书等处理。 

2.细化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评分标准 

体现分数的正态分布，优秀等级分数要求不超过总学生人数

的 30%。从实际执行效果看，较有效杜绝了以往本科生毕业设计

（论文）成绩虚高的现象，也为优秀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评

选奠定坚实基础。 

3.强化制度执行力度 

严格执行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规定，将相关管理制

度网络化，并汇编成册，发至全校每名学生。同时，各院加强对

指导教师和学生的制度宣传，做到深入人心，人人皆知。 

（三）紧抓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教育 

我校在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的原创性及学术道德方面一

直秉持严谨认真的态度，紧抓学术道德规范，不断规范本科生学

术行为，净化学术风气，取得良好成效。作为天津市首家引入并

购买本科生知网查重系统的高校，论文查重工作已经开展了近 10

年，使我们对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的严谨性、科学性以及学

术道德有更深的理解，也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在 2017 年我

校拨付专项经费购买知网包年查重服务系统，实现本科生毕业设

计（论文）100%查重。我校对于答辩前毕业设计（论文）存在抄



袭行为的本科生，给予重新答辩并缓发毕业证书的惩处，有效遏

制了不良风气的蔓延。 

（四）探索改革创新 

1.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融入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将创新成果转化为论文主题，开拓论文选题思路，提升论文

研究与实际相结合的应用性。邀请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进行讲座，

使学生潜移默化形成严谨治学的态度，有效提高本科生毕业设计

（论文）撰写的规范性。 

2.建立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老带新”培养模

式 

我校目前指导教师年轻化情况突出，新教师对于论文指导还

局限于自身原有的学习和科研经历，缺乏针对本科生有效的指导

方法。我校开展“老带新”培养模式，各二级学院指派有经验的

教师与青年教师一起作为学生的指导教师，采用正副指导教师的

模式，由有经验的老教师与年轻教师共同为学生指导论文，既对

本科生毕业论文水平进行把控，又对年轻教师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3.提升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信息化水平 

在 2018 年我校新购置的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之中，加入

了毕业设计（论文）管理模块，为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全过程

信息化管理奠定了基础。学校将在 2019 届部分本科生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中开展管理试点，将毕业设计（论文）管理信息化

逐步铺开，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升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管

理水平。 

三、下阶段工作的努力方向 



（一）基于体育院校特色，尝试多样化、特色化的本科生毕

业设计（论文）考核方式 

探索更加适合体育院校学生特点，并有利于学生长远发展的

毕业设计（论文）模式，完善特色化评价制度，以挖掘学生潜力、

给予学生更大的展示空间。 

（二）强化执行力度，落实指导教师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论

文）学术规范要求 

严格执行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规定，实现毕业设计

（论文）管理网络化，实现毕业设计（论文）全过程育人。落实

我校关于师德一票否决制的执行，将对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指导工作中的学术道德要求纳入师德考核标准，从制度上保证本

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的学术规范。 

 

在总结 2018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工作的基础上，

我校将进一步挖掘自身优势，努力结合创新创业教育，不断提高

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及管理水平，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体育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