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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设计过程

2024届中药材生产与加工专业2101班共43人参加了毕

业设计的撰写，并都顺利通过答辩。在学生下企业实习前，

学院教研室即安排老师担任本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指导，皆

为专业课教师；参与设计指导的校外指导老师，皆为实习企

业的技术人员，符合毕业设计指导老师的要求。整个毕业设

计过程按《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2024 届毕业设计工作方

案》、《中药材生产与加工专业毕业设计标准》等文件要求依

次推进：2023 年 11 月中旬前指导老师根据学生实习岗位和

实习内容，指导学生进行毕业设计的选题，由学院汇总选题、

组织审核；2023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根据审核通过后的选

题，明确毕业设计要求，向学生下达任务书，完成后交指导

老师审核；2024 年 1 月至 2 月，学生进行毕业设计的撰写，

期间指导老师多次通过电话、邮件、微信等式与学生沟通，

解疑答惑，保证毕业设计的顺利完成；2024 年 3 月至 5 月，

完成学院内的交叉互审工作，指导学生按审核意见修订并做

好毕业设计答辩前的各项准备工作；5 月中旬，中药学院安

排的答辩小组通过腾讯会议形式对 43 名学生进行了答辩审

核，所有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通过了答辩，毕业设计答



辩通过率 100%；答辩完成后，即按要求进行了毕业设计成绩

汇总和表格、资料的上传和归档工作。在此过程中，24 年 3

月至 7月接受了学院和学校多次的交叉审核和毕业设计抽查

工作，保证了毕业设计的质量。

二、选题分析

中药材生产与加工专业 2101 班 43 人在老师的指导下，

根据工作岗位进行选题，选题情况如下：中药材产地采收加

工类选题 35 人，中药饮片生产类选题 3 人，药品质量检验

与储存管理类选题 3 人，药品销售与用药指导类 2 人。具体

见图 1。

图 1 毕业设计选题情况

由上图可见，81%的学生选择了中药材的采收与加工方

案，其他三种选题类型的学生只占到 19%，而关于提取物生

产类的选题根本没有人选。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大部分学生对口实习单位是中药生产企业，且有些企业

有药材种植基地，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名称，倾向于选择这

一类选题；二是提取物生产主要涉及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相



关知识，多数学生的化学比较薄弱，本能有意的就规避了这

类选题。

三、成绩分析

毕业设计成绩划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档，

根据对中药材生产与加工专业 2024 届学生毕业设计成绩进

行统计，发现中产专业学生答辩通过率是 100%，及格率也是

100%，无人不及格，但也无人达到良好或优秀等级，一种既

不好也不坏、四平八稳的成绩。究其原因，可能与多数学生

选题过于集中，导致毕业设计难以写出新颖性，而过多的雷

同性和方案的泛化性也导致答辩成绩都不太高，影响最终成

绩。

四、存在的问题

1.选题过于集中：本专业有五个岗位群的选题，但此届

学生的毕业设计选题 81%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岗位群，其他三

个岗位群只占 19%，还有一个岗位群没有人进行选题。过于

集中的选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本专业的特色，但并

不能很好的体现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同时也导致毕业设

计的创新性不足。

2.成绩普遍偏低：2024 届学生毕业设计合格率百分之

百，但却没有优秀率，说明学生的实践性不足，对生产加工

的理解力与实践力比较弱，方案的新颖性和创新性有待提

高。



五、改进措施

1.优化选题：加强学生实习前毕业设计指导会上的指

导，学习毕业计设评价标准，鼓励学生根据实习单位和实习

岗位进行多样化的选题，不要盲目跟风选题，应在符合专业

培养目标和方向的同时，还要突出专业的特色，避免选题过

度集中，提高创新性和实用性。

2.加强过程指导：通过辅导员与指导老师共同努力，督

促本专业学生增加与指导教师的互动，鼓励大胆的问，虚心

的学，及时与指导老师沟通与联系，主动及时反馈与解决设

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提升答辩技能：针对学生普遍答辩评分不高的情况，

一是从加强毕业设计答辩 PPT 的指导，在格式上要美观，在

主题内容和层次上要分明，且具有逻辑性；二是进行答辩技

巧的训练，可以在答辩前进行一次模拟训练，让学生熟悉答

辩流程和答辩提问模式，以减少正式答辩时的紧张；三是确

保答辩时的网络流畅等技术支持服务，减少客观技术问题对

答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