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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切实执行“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落实每个学生都是自己学习的“全代理”，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在分析“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基础上，结合地方高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在答辩前返校

时的就业率现状和毕业论文初稿质量情况，把握学生是就业和毕业设计的主题和核心，提出指导教师应

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通过问题导向、针对性个性化辅导、线上线下等方式，辅导学生完成就业和毕业

设计。上述措施带来良好的效果，就业率从返校时的69%左右提升到90%，答辩通过率100%，毕业设

计论文优秀率达到8%左右。上述做法达到了“学生为中心”理念在毕业生指导中的探索与实践的目的，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可为“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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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 implement that each 
student is the “full agent” of their own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of “student-centered”, combined with the employment 
rat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first draft of the graduation thesis of graduates majoring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from the local university who return to school, we grasp that students are 
the theme and core of employment and graduation design, and propose that guidance teachers should 
play an active guiding role through problem-oriented, targeted personalized guidance, online and of-
fline methods, assist students in completing employment and graduation design. The above measures 
have brought good results, with the employment rate increasing from around 69% when returning 
to school to 90%, the passing rate of graduation design reaching 100%, and the excellent rate of 
graduation design papers reaching around 8%. The above approach has achieved the goal of explor-
ing and practicing the “student-centered” concept in graduate guidance, and has achieved satisfac-
tory results.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con-
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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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已在高校课程教学中获得广泛认可与推广，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评价等维度按照“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进行改造[1]-[3]，而在追问世界本原的哲学——本体论

视野下的教育并非“以学生为中心”，而是“学生为中心”[4]。“以学生为中心”仅仅出于学生需求角

度考虑问题，不过是一种教育教学的技术与方法。真正的教育是学生依自己的需要、立场、意志来选择、

安排学习和要求教育，教育是他自己的事而非外部的事，即“学生为中心”。 
 

 
Figure 1. The development path from “teacher-centered” to “student-centered” 
图 1. “教师为中心”向“学生为中心”的发展路径 

 
如图 1 所示，我国目前所处于的“以学生为中心”阶段，它是“教师为中心”向“学生为中心”的

过渡阶段、必经阶段，“学生为中心”是教育的终极阶段。在“教师为中心”时代，学生“无代理”状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11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何龙科 等 
 

 

DOI: 10.12677/ae.2025.151112 817 教育进展 
 

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掌握学生发展全局，“批量”培养着学生。“以学生为中心”阶段，一般是

管理者等外部力量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学生“有限”赋权，称为“半代理”阶段。教育系统中的管理者、教

师关注到每位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学生的声音、需求被管理者、教师所关注，并且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只是这种影响力随时会被取消或者淹没。“学生为中心”阶段，进入“全代理”阶段，真正实现教育是学

生自己的事情，只是暂时将发展的任务委托给教育系统中的管理者与教师，学生对于自己的教育方向和

选择拥有绝对的决定权，学生是自由完整的个体，处于任何教育系统的核心和中心，教学活动不再是向

后的、确定的、线性的，不再用既定的目标和标准教导学生。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不同于“以学生为中心”，是一个新的理念，还没有该理念的具体实施

方法和实践案例。按照“学生为中心”的应有之意，对于地方高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来说，就

业和毕业设计需要学生当作自己的事情、以自己为主体来完成，而指导老师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呢？本文

结合地方高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在答辩前返校时的就业率现状和毕业论文初稿质量情况，研究

指导教师如何发挥作用，采用哪些指导措施，在毕业生指导中执行“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进行探索

和实践，以期为“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2. “学生为中心”的就业指导 

2.1. 返校时的就业情况分析 

某地方高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在 3 月底左右要求学生必须返校以便进行毕业设计的中期检查，如果

没有找到工作进行实习的学生可以提前返校。此阶段返校的学生中有大约 30.77%的学生未实习，大约

7.69%的学生签订了协议，剩下的大约 61.54%的学生在实习但是未签订协议，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Employment situation upon returning to school 
图 2. 返校时的就业情况 

 
通过对未签订就业协议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访谈，他们没有签订就业协议的原因如表 1 所示。 

2.2. 就业指导举措 

针对未签就业协议的学生，需要线上线下结合，针对性个性化一对一进行指导，有的一次指导就够

了，有的需要多次指导，定期跟踪和指导，直到成功签订就业协议为止。 
针对不同学生和不同原因，需要指导的方法和内容有所不同，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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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asons for not signing an employment agreement 
表 1. 未签就业协议的原因 

状况 原因 

未实习 

打算毕业后再慢慢找工作 

没兴趣继续从事本专业的技术工作，但没想好做什么 

全力准备考研或考公，没想过找工作 

简历非常简单，投了很多次，但都石沉大海 

求职意向限定在某方面，收到过面试电话后没有下文 

参加了几次面试，都没通过 

在实习但未签协议 

误以为实习期不签订协议，只有正式上班后再签合同 

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以为提出签协议怕公司不要自己 

对现在实习的公司不太满意，还想继续找个更好的 

 

 
Figure 3. Employment guidance measures 
图 3. 就业指导举措 

 
(1) 指导学生建立合适的职业规划 
有些学生家里没有要求，自己当前也不急于找工作，打算毕业以后再慢慢找工作的情况。对于这样

的学生，需要从父母辛苦的付出和长辈的期望唤起他们的同理心责任感，从小学、初中、高中学生的工

作唤起他们感受来自社会的压力，毕业后再找工作的困难和不利条件唤起他们现在的积极性，从而建立

合适的职业规划，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就业市场中。 
有些学生从大一到大四，无论是基础课还是专业课，学习比较吃力，有不少的课程补考甚至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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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失去了继续从事本专业的技术工作的兴趣，但是又不清楚做什么。对于这样的学生，需要给他们介

绍工作中的不同岗位及其职责，结合他们的兴趣，牢记“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至理名言，重新树立自信，

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即使只掌握了一点点专业知识，也对未来不会没有用处)，建立适合自己的职业规

划，找到自己的职业方向。 
有些学生由于生病错过了上一年 12 月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参加了考试但是考得不好，还想继

续冲刺，或者全力冲刺公务员考试，根本不考虑找工作。对于这样的学生，需要从释放压力和职业规划

后续发展的角度进行引导，例如分析考研或考公失败怎么办，压力太大不利于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如果

有个轻松的工作，不仅可以减小压力，还能够不至于跟社会脱节，感受社会的发展，及时了解相关政策

的变化；如果有个轻松的工作，也能够工作当休息，不至于学习太辛苦太枯燥，利于提高学习效率，甚

至提升学习效果，冲击更高的目标；如果工作跟专业相关，还能积累一些经验，对后续发展也更有利。 
(2) 指导学生发现亮点，拓展自己，完善简历 
有些学生虽然愿意找工作，但是简历太过简单，简历上除了名字、专业和性格，几乎没有其它任何

有价值的信息，投了很多简历，但是全部石沉大海。针对这样的学生，就要跟他们一起挖掘自己的特点

和优势，不要让面试官觉得大学四年白过了。例如某个学生成绩比较差，也没有实习经验，他自己就没

有自信，简历上什么也没有，但是他长得高大帅气，这时候可以加上靓照和身高，求职意向上可以偏销

售、服务等岗位，虽然成绩不好，但是也有几门课程达到 80 分以上，虽然没有实习经验，但是也参加过

外面的一些培训，这些培训是通过项目化教学的，因此，在简历上也可以补充考得比较好的课程，实习

经历可以补充培训的项目，擅长的技能可以把课程和培训掌握的技能进行总结提炼出来补充到简历中。

这时候简历看上去就丰富了些，大致让招聘者可以看到这个学生的特点和长处。 
有些学生能力比较强，但是在简历中限定很少的工作岗位，有招聘者打电话沟通几句后，因为他们

表达只做这些工作岗位，让招聘者就挂断了电话，从此没了下文。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先跟学生沟通是

否清楚了解他们写的工作岗位与他们希望的工作是否匹配，例如某个学生他获得过学校奖学金，学习能

力比较强，他做过大创项目，在里面主要负责硬件设计，他的求职意向是硬件测试工程师，但是经过沟

通交流，发现他的真实想法是做硬件相关的设计和测试工作，对嵌入式开发也比较感兴趣，但是他对硬

件设计和硬件测试，以及嵌入式软件开发和嵌入式软件测试、系统测试的岗位认识不充分，根本不能区

分，因此，需要引导他如何区分这些工作岗位，增加自己的求职意向岗位方向。 
(3) 指导学生端正面试态度，树立自信 
有些学生参加了面试，但是都失败了，主要原因为：在面试时比较紧张，平时会的东西面试时答不

上来；面试不够重视，面试前没有准备，面试的相关问题答不上来；面试的问题感觉有点会，但是怕回

答错误，干脆不回答。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引导学生面试前要重视，了解面试的公司和岗位要求，针对

岗位要求总结自己为什么满足，做到心中有准备；面试时不怕错误，不仅回答直接的问题，也要回答相

关的问题，如果回答不了直接的问题，就只回答相关的问题，不能不回答问题，错失表现自己的机会，

面试不等于考试，很多时候面试官不是看面试者回答问题正确性怎样，而是着重了解面试者的知识面和

表达能力；消除紧张就要尽量把面试不要当作“面试”，而是看作普通的“聊天”，或者是普通“同事

间”的交流沟通，因为面试成功后，你就是公司的一员，你跟面试官是同事，如果面试失败，你跟面试官

仍然是陌生人，因此，没有必要紧张害怕。 
(4) 指导学生积极沟通，善于表达合理的诉求 
有些学生误以为实习期间不签协议，只有正式上班后再签正式合同，可能是他们自己这样认为，也

可能是他们不清楚情况听有些小公司的人事部工作人员这样讲他们自己也信了。针对这种情况，需要给

他们讲明国家和学校的政策，签订三方协议是对自己的有效合法保护，需要他们跟公司人事部沟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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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遵从学校和国家的政策。 
有些学生怕提出签协议会引起公司不满而不再招聘自己，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引导学生更应该有保

护自己的意识，如果因为不签协议，不遵从国家和学校的政策，这样的公司稳定性存疑，甚至合法性都

存疑，还不如及时更换，免得遭受进一步的损失。 
(5) 指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就业观 
有些学生能力比较强，已经有比较好的工作，但是对现在的工作还有些不满意，例如待遇方面或者

公司所在的位置等不太满意，想继续找更好的工作，主动不签协议。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引导学生树立

良好的就业观，首先是任何事情没有百分之百的完美，总归有这样那样不满意的地方，需要自己调剂找

到一个平衡点；其次，要先就业再择业，特别是最近几年整体的经济发展环境不是很好，公司发展也会

不太好，人才引进力度就不会大，社会需求偏小，只要在自己喜欢的行业喜欢的岗位，有实际工作经验

后，机会多得多，如果还不满意现在的工作，可以再行选择。 

2.3. 就业指导后的成效 

经过返校后一个多月的就业指导，在学生完成答辩离开学校时，在实习未签订协议的学生都完成了

协议签订，未找到工作单位的学生大部分都找到工作去实习，甚至有的签订了协议，总的来说，整体就

业率可以达到 90%左右，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Employment rate improvement before and after employment guidance 
图 4. 就业指导前后就业率提升 

3. “学生为中心”的毕业设计指导 

3.1. 毕业设计初稿问题分析 

某地方高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初稿提供时存在很多的问题：进度偏慢，软件

联调很多未完成，设计的功能还未开始测试或测试不完整。格式问题很多，包括标题、摘要、正文等部

分的字体要么偏大要么偏小，关键词个数太少，正文行间距有的地方大，有的地方小，甚至有的地方没

有行间距，首行缩进也不统一，有的地方两个字的缩进，有的地方一个字，有的地方没缩进，分段不合

理，有的段落内容太多而不分段；图表不规范，有的图太大，有的图又太小看不清楚，标号有时候用数

字，有时候又是汉字；等等。内容方面，包括目录混乱无层次无逻辑，研究背景泛泛而谈，没有体现出跟

自己的毕业设计相关的技术或系统的综述总结；没有总的设计框图；采用的硬件器件或者算法方法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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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对比；模块设计描述三言两句太过简单；设计和测试部分，有的把测试结果放在设计描述部分；测

试结果不充分不全面，设计的功能有的没有测试结果。主要问题如表 2 所示。 
 

Table 2. Main problems in the draft of the graduation thesis 
表 2. 论文初稿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类 存在的问题 

设计进度偏慢 硬件设计完成，软件联调未完成 

格式不规范 

标题、摘要、正文的字体大小不合适 

正文的行间距全文不统一，有的地方大，有的地方小 

首行缩进全文不统一 

分段不合理，有的段落内容非常多而不分段 

图表不规范，图太大或太小，标号数字汉字不分 

内容不恰当 

目录混乱无层次 

研究背景没有体现跟自己设计相关的系统或技术综述总结 

没有总体设计的框图 

器件或方法无选型对比 

模块设计描述太过简单 

设计和测试不分 

3.2. 毕业设计的指导举措 

针对不同的问题，需要指导的方法和内容有所不同，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Guidance measures for graduation design 
图 5. 毕业设计指导举措 

 
(1) 定期关注毕业设计进展，及时进行指导 
由于进展偏慢，定期关注这些学生的进展时，关注的周期间隔要适当缩短，例如，如果进展慢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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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以一周关注下；如果进展慢的较多，则需要三天左右就要关注下。如果学生有问题，可以除了利

用自己的技术经验指导他们进行解决，也可以让他们跟其他做类似设计的学生多进行讨论交流解决。 
(2) 统一模板解决大部分格式问题 
针对初稿中格式不规范的问题，让学生按照统一的模板重新进行修改。对于个别学生使用模板后格

式还是比较混乱的情况，需要单独指导学生使用文档的一些小技巧，例如格式刷的使用等。 
(3) 企业文化启蒙教育 
由于毕业设计论文不太可能一次就修改成功，需要反复很多次修改，有的学生可能有些反对情绪，

怀疑反复修改的意义。这时候，需要结合在公司的实际工作引导学生，让他们不仅认识到毕业设计是对

大家后续实际工作的一个设计流程的锻炼，在实际工作中设计文档是给下游部门的交付件，需要站在下

游部门的角度审查文档是否清晰，是否利于阅读无歧义，是否方便让下游部门开展工作，也就是要站在

“客户为中心”的角度审视设计文档的问题，通过“持续改进”的理念不断改进自己的设计文档，同时

要养成承诺什么时间点完成就确实要在规定的时间修改完成的习惯，做到“诚实可信”，这些不仅是企

业工作流程的锻炼，而且是对某些企业文化的启蒙训练。 
(4) “翻转”课堂 
对于有些指导老师提出的让学生修改的意见，可能有些学生觉得没必要修改，但是他们并没有反馈，

也可能是他们忘了反馈，因此，需要指导老师及时跟学生沟通，首先要听取学生觉得没必要修改的意见，

看看是否存在有合理的地方，如果学生有合理的地方，则需要更改指导意见，如果学生的意见不合理，

则需要耐心讲解，帮助他们分析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改进的意见是合理的，总之，需要借助于“翻转”

课堂的形式，虽然沟通指导的地方不在课堂，但是胜似课堂，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指出

他们理解偏颇的地方，让他们理解更深刻，对毕业设计论文才能写得更好。 
(5) 线上线下指导相结合 
由于返校后有的学生进展偏慢，毕业设计论文初稿问题较多，需要通过线上及时进行问题沟通，以

便提升效率，加快进度。同时，有些问题线上沟通效果较差时，需要及时进行线下指导，例如，有些学生

在线上几次提出毕业设计论文的相同修改意见后，仍然没有按照要求修改，一是可能修改意见他们没有

理解，二是可能他们觉得不需要修改但是他们没有反馈，因此，需要通过线下沟通指导；同时，有些学

生可能理解或者记忆力稍差，沟通时问题很多难以全部记住，因此，针对同一问题可能需要反复的线上

线下沟通指导。 

3.3. 毕业设计指导后的成效 

经过以上的举措指导后，学生整体的一辩通过率达到 75%以上，最后一辩的通过率达到 100%，毕业

设计论文的优秀率达到 8%左右。 

4. 结论 

从“教师为中心”到“学生为中心”的发展路径上，“学生为中心”是终极阶段，而“以学生为中

心”是过渡阶段，“学生为中心”指每个学生是“自由的人”，每个学生都是自己学习的“全代理”，对

于毕业生来说，就业和毕业设计是自己的事情，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完成。本文通过答辩前返校的就业情

况和毕业设计论文初稿质量分析，把握“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提出指导教师不能完全依赖学生自主完

成，需要发挥好积极的辅导指导作用，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针对性个性化、问题导向等采用有效的指

导措施进行指导，这样就业率和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才能显著提升。本文对“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在某地

方高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指导中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为“学生为中心”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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