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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广西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外审和选题质量提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20年至2024年的外审结

果和选题数据进行详细分析，探讨了提升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有效策略。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我校本科

毕业论文质量逐年得到提升，选题逐渐向教师专业实践和科研课题方向集中。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

本文提出了优化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教学改革建议，为如何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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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quality enhancement of external expert reviews and the selection of topics 
for undergraduate dissertations a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By conducting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review results provided by external experts and the topic selection data for undergraduate dis-
sertations from 2020 to 2024, this paper explores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n-
dergraduate dissertation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disserta-
tions a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has improved year by year, with topics increasingly concentrating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nd research projec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se data, this pa-
per proposes teaching reform recommendations to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disserta-
tions, providing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thesi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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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科毕业论文是普通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也是学生接受系统本科教育后的综合性成果展

示，反映了学生的研究和实践能力。毕业论文不仅是学生在校期间知识掌握的集中展示，更是能力培养

的重要体现。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学生可以系统地掌握文献的检索，研究方法的运用，并有助于培养科

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及创新意识。外审作为论文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通过外审专家的高质量反馈，能有

效提高毕业论文的水平，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近年来，普通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对普

通高校毕业论文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自 2020 年起，教育部文件明确指出“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抽检办法(试行)”，要求抽检论文覆盖本地区所有本科层次普通高校及其全部本科专业。这一政策的

实施旨在加强对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监督和管理，确保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进而推动普通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现许多普通高校纷纷加强对毕业论文的管理，通过加强毕业论文全过程管理提高毕业论文的

整体水平[1] [2]。外审是保证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通过非本校即第三方专家的评审，可以客观公正地评

价论文质量，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改进建议。这一过程不仅能发现论文中研究的问题，还能促使学生和

教师对论文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完善，进而提升论文的质量[3] [4]。 
在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方面，学术价值、实践价值和创新性是影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选题的合理

性直接影响了论文的研究广度和深度[5] [6]。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通过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积

极引导学生选择教师专业实践和科研课题等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选题。这些选题不仅能提升论文的学术

水平，还能促进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7]。 

2. 外审结果与选题情况的统计分析及原因探讨 

2.1. 外审结果分析及原因探讨 

从表 1 可以看出通过对广西师范大学 2020 年至 2024 年本科毕业论文外审结果的统计分析，近年来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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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nalysis of external expert review results 
表 1. 外审结果分析表 

年度 送审篇数 保持不变 降 1 级 降 2 级 降 3 级 升 1 级 升 2 级 升 3 级 

2020 87 33.3% 28.7% 5.7% -- 28.7% 3.4% -- 

2021 140 39.3% 21.4% 9.3% 2.9% 24.3% 2.9% -- 

2022 144 43.1% 29.9% 4.9% 0.7% 18.1% 3.5% -- 

2023 177 40.1% 23.2% 4.5% 1.1% 24.9% 5.1% 1.1% 

2024 202 43.1% 26.2% 8.9% 0.5% 17.3% 3.5% 0.5% 

 
结果保持不变的比例逐年上升，从 2020 年的 33.3%增加到 2024 年的 43.1%，论文等级保持不变的比例

总体上呈现出增涨的趋势，保持不变比例逐年增长意味着大部分学生的论文质量与校级要求相符，这不

仅反映了学生实践、科研能力的提升，也体现了学校指导教师在论文写作和指导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外审等级在校级评定后没有下降，这表明论文在各个方面，如选题合理性、研究方法科学性、结果准确

性、格式正确性和论文学术规范性得到一致的认可。降一级的变化不大，分析原因可以解释为大多数论

文在校级答辩前的评阅阶段已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存在的不足之处并非论文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通过

细节的补充和增加论证可以得到解决。降三级的比例相对较小且波动不大，尽管外审论文篇数逐年增加，

但降级比例并未明显增加，降二级和降三级的论文通常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研究问题和

目标、数据处理问题、内容问题、格式问题、或是理论论证缺乏逻辑等核心内容，但总的来看，这些比例

并未明显增加，整体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态势。 
通过对 2020 年至 2024 年五年间的外审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各年度论文保持不变、降级和升级情况。

从表 1 数据可以看出，外审结果逐年提升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评审标准严格化：学校加强了对外审的管理，严格把控论文质量。校级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外审评

审标准，2023 年和 2024 年部分外审的论文评审专家为 211 高校的教授。通过制定详尽的评审标准和流

程，确保所抽到的论文都能得到全面、细致的审查，避免大部分的错误或不足。评审标准体现在多个方

面，包括对论文的选题、写作、逻辑结构、专业能力、学术规范、创新性、研究方法、数据分析和原创性

等方面的要求。通过加强对论文过程性的管理，确保每篇论文在进入外审之前，经过了认真的审阅和修

改，提升了论文质量。 
(2) 指导教师重视论文质量：指导教师在指导学生论文时要注重质量。教师在指导过程中还需要注重

培养学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让学生能在论文中体现自己的见解。此外，学校鼓励教师引导学生自主思

考，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同时，教师在指导过程中，还注重对学生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培训，帮助他

们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工具的应用，如文献管理软件、数据分析软件、在线数据库等，提高了学生文献

检索、数据处理能力和论文写作的质量和效率。 
(3) 学生实践创新与科研能力的提高：学生在校期间通过参加各种比赛、科研项目和实践活动，提升

了自身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学校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各类比赛、社会实践和课题研究，帮助学生积累

实践经验，提升创新能力。学校还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培训和讲座，邀请专家和学者为学生讲解

最新的前沿技术和研究方法，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他们的实践与创新能力。 
外审环节逐年严格化以及教师指导不断增加、增强是提高论文质量的重要手段。通过严格的审查，

学校能够及时发现论文中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学院和指导教师以确保最终提交的论文更符合标准。此外，

教师在指导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和论文写作质量的把控，这些都有效提升了论文

的水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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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选题情况分析及原因探讨 

选题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表 2 选题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近年来选题逐渐向教

师专业实践和科研课题方向集中。 
 

Table 2. Sources of undergraduate thesis topics from teacher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projects 
表 2. 选题来源教师专业实践、科研课题情况 

年度 论文总篇数 选题所占篇数 选题所占比例 

2020 5258 2980 56.68% 

2021 5177 3018 58.30% 

2022 5441 3726 68.48% 

2023 6418 4110 64.04% 

2024 6619 4397 66.43% 

 
从表 2 可以看出，2020 年至 2022 年间，选题来自教师专业实践和科研课题的比例逐年上升，从 2020

年的 56.68%增加到 2022 年的 68.48%。2023 年和 2024 年的数据主要集中在论文总篇数有所上升，选题

来源教师专业实践、科研课题情况所占篇数也在逐年增加。 
选题逐渐向教师专业实践和科研课题方向集中的原因主要包括： 
(1) 学校政策的引导：学校出台了相关政策，结合专业实际，合理确定毕业论文选题内容要求，合理

确定学术类选题比例，提高毕业论文质量。该政策支持和鼓励学生选择教师专业实践和科研课题作为毕

业论文选题。这不仅为学生提供了科研方向的指导，还进一步促进了学生将所学知识和实践应用相结合，

提升了他们实践和科研能力。 
(2) 教师科研课题的开放：教师将自己的科研课题开放给学生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这样既提升了学生

的科研能力，又推动了教师科研课题的进展。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将自己丰富的科研经验和专业

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样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的同时，也为教师的科研工作提供了一部分支持和帮助。 
(3) 学生兴趣的转变：随着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学生对这类选题的兴趣也在增加，

大部分学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会主动选择与教师科研课题相关的方向。学生在选择毕业论文选题时，更

加注重选题的实际意义和创新性，愿意选择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进行研究。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学生学术

兴趣的转变，也预示着未来教育研究将更加繁荣和多样。 

3. 教学改革建议 

3.1. 加强政策支持 

学校应出台更多的政策支持和鼓励教师将科研课题开放给学生，并提供相关经费和指导。同时，鼓

励学生选择教师专业实践和科研课题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进而提高论文质量。具体措施包括： 
(1) 政策文件：关于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的指导文件应明确规定选题方向和要求，鼓励学生选择教师专

业实践和科研课题等具有实践和科研价值的选题。 
(2) 科研经费：学校为教师科研课题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帮助教师开展高质量的科研工作，进而提

升科研水平。 
(3) 成果奖励：对在毕业论文选题和指导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教师和学生，学校应给予相应的奖励，如

校级优秀毕业论文和学术荣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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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升教师指导能力 

通过培训和激励措施，提高教师在指导学生实践和科研选题方面的能力和积极性。学校可以组织教

师参加相关培训课程，分享指导经验和方法，从而提升整体指导水平[9] [10]。具体措施包括： 
(1) 培训计划：组织教师参加实践和科研指导能力培训，内容包括选题、研究方法以及论文写作等多

个方面，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从而提升教师的综合指导能力。 
(2) 学术交流：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分享最新的科研动态和研究方法，通过这种形式

的学术交流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科研水平。 
(3) 考核体系：建立教师实践和科研指导能力考核体系，将实践和科研指导能力纳入教师的绩效考核，

激励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科研指导水平。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制定科学、合理、公正的评价指标和

考核标准，并通过专业培训和持续改进机制，帮助教师全面提升实践和科研指导能力[11] [12]。 

3.3. 促进学生科研兴趣 

通过开展科研讲座、工作坊和科研项目展示等活动，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和参与度。学校可

以通过邀请知名学者和专家进行各类讲学，增加学生对科研的了解和兴趣。具体措施包括： 
(1) 科研讲座：定期组织科研讲座，邀请知名学者和专家通过线上或线下讲座的形式介绍最新的科研

成果和研究方法，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热情。 
(2) 工作坊：开展实践和科研工作坊，学生可以在工作坊中进行小组讨论、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实

操内容，提升实践和科研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3) 项目展示：可以搭建一个平台或者组织实践和科研项目展示活动，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科研

项目和成果，鼓励更多学生参与到科研活动中[13] [14]。 

3.4. 完善外审机制 

学校应进一步完善外审机制，确保外审过程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建立健全的外审专家库，对于学

科较强的专业和学科较弱的专业区别送审，针对评分不同的论文采取差异化送审也是十分必要的。完善

的外审机制可以提高外审质量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 
(1) 专家库建设：建立全面且高质量的外审专家库，确保外审专家的专业水平和审查质量。 
(2) 区别送审：对于学科较强的专业和学科较弱的专业采取区别送审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能够体现

不同专业的特色与发展水平，且有助于提高评审的公正性与科学性。同时，针对评分不同的论文采取差

异化送审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出论文质量的真实差距，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整体水

平，提高外审质量和效率。 
(3) 透明管理：外审过程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化管理，能够增强外审的可信度和公信力，还能有效防

止潜在的不公平现象和利益冲突。 

3.5. 强化质量监督 

建立质量监督体系，对毕业论文的选题、写作、评阅和外审全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通过定期检查，

发现问题并及时改进，确保论文质量的提升。以下是具体的监督措施： 
(1) 选题阶段：学校对学生的选题进行初步审查，确保选题符合教学基本要求和专业培养目标，体现

出专业特点。选题还应注重实用价值并能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选题不宜过大但要具备一定的深度和广

度。此外，选题需要在指导老师和学院的严格把关下进行，以确保质量和方向的正确性。 
(2) 研究过程：定期检查学生的研究进展，确保研究过程的合理性和规范性。通过阶段性汇报和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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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 论文撰写：对论文撰写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确保论文结构合理、内容充实、格式正确、论证严

密。指导教师应对学生的论文进行详细审阅，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学校可以组织论文写作培训，

提升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 
(4) 论文评阅：本校指导教师评阅主要侧重于学生研究的指导和过程监督，确保论文内容符合学术规

范与科研标准。同时，本校评阅专家则从专业角度出发，对论文的创新性、完整性和学术价值进行全面

评估。两者结合，不仅有助于提升论文质量，还能为学生提供有价值的反馈与指导，促进学术水平的持

续提高。 
(5) 最终外审：在外审阶段，确保外审专家的专业性和审查质量至关重要。通过采取双盲评审和复评

机制，能有效保障外审结果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对于外审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给学院、指导教师

和学生，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 

4. 结论 

通过对广西师范大学 2020 年至 2024 年本科毕业论文外审结果和选题情况的分析发现近年来论文质

量有所提升，选题逐渐向教师专业实践和科研课题方向集中。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优化本科毕业

论文与外审质量的教学改革建议，为如何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供了参考。 
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政策引导、指导教师更加注重论文质量和学生实践与科研能力的提高是提升论

文质量的重要因素。通过加强政策支持、提升教师指导能力、提高学生科研兴趣、完善外审机制和强化

质量监督，可以有效提升本科毕业论文的整体水平。 
综上所述，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选题、写作、指导、校内评审和外审

等多个环节。通过不断完善各个环节的管理和监督，才能全面提升论文的整体质量，培养出更多具有实

践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的优秀毕业生。 
为此，我们建议管理本科毕业论文时应重视以下几点： 
(1) 政策引导和支持：学校制定并落实相关政策，鼓励教师开放科研课题，学生参与实践和科研项目。 
(2) 教师培训和激励：通过培训和激励机制进而提升教师的科研指导能力和工作主动性。 
(3) 学生科研兴趣的培养：通过开展多样化的科研活动，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参与度。 
(4) 外审机制：建立健全的外审专家库，确保外审过程的公平、公正和透明，提高外审质量。 
(5) 质量监督：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督体系，对论文的选题、写作、指导、校内评审和外审全过程进行

监督和管理，确保论文质量持续提升。 
这些措施的实施，需要校级管理部门、指导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只有各方协作，才能有效提升

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推动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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