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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应该坚持产学研相结合
`

倪文龙

(盐城工学院实习工厂
,

盐城
,

2 24。。3)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
,

产学研相结合
,

已经成为工科院校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

的理想之路
,

而工科院校教学中的最后一个实践教学环节— 毕业实践
,

又是促进工科院校产

学研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

一
、

结合生产科研选择毕业设计课题

毕业设计是综合检验
、

巩固和强化学生理论知识
,

培养实践应用和设计创新能力的重要教

学环节
,

由于它与生产和科研的密切联系
,

也常被视为实践教学环节
,

但这教学环节的实践含

量却因指导教师选定的课题而异
。

当前毕业设计课题大体分为三类
:
( l) 纯教学型课题

,

即结合

课堂教学某一内容的假拟课题
; ( 2) 生产实用性课题

,

即根据某单位的实际需要接受委托设计
;

( 3) 科研课题
,

指批准的各级科研项目
、

专利设计或当前热门研究前沿
。

生产科研课题有一个重

要特征是
“

真
” ,

常统称为真课题
,

以区别教学型的假拟课题
。

教学型的假拟课题对于巩固课堂

教学内容的系统训练有较好的作用
,

但因为是假的
,

学生的设计兴趣
,

认真努力的程度及设计

效果
,

都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

评价一个课题设计水平高低
,

归根到底
,

看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

即

使是再好的设计如果未被实践采用
,

理论 的生产力未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
,

在某种意义上说
,

仅是一堆废纸
。

设计被实践采用
,

从进取的角度来看
,

说明自己的理论经实践检验是有用的理

论
;
从奉献角度看

,

说明设计者所化的心血是有用功
,

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

同时也是自我价值的

实现
。

从教学心理学来看
,

真课题须经实践指引
,

能否经得住实践检验
,

成为设计者的鞭策力
,

人们通常的进取心和自尊心都会把这鞭策力变成设计积极性和 自觉性
。

这样就实现了从
“

要我

学
”

到
“

我要学
”

的突变
。

事实证明
,

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一旦进发
,

实际成效就会跃然纸上
。

生产科研性课题另一个特征是新
。

新有两种函义
:

处于当前热门研究方向的科学前沿
,

是一种

意义的新 ; 生产实践中二不同单位有不同课题
,

就使得毕业设计者面临着前无范例的新
。

这是又

一种意义上的新
。

前无范例的设计对于锻炼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和创新能力更有效
。

在笔

者指导的 n 轮毕业设计中
,

就有 20 个不同课题的设计
。

二
、

生产科研性课题是培养教师科研能力和教学事业心
、

责任感的重要环节
。

来自生产科研实践的课题
,

要靠指导教师到生产实践中
“

找米下锅
” 。

毕业设计课题的准备

过程
,

又成了指导教师深入实践
,

加强厂校合作关系
,

向社会吸取营养
,

丰富 自己的教学内容的

重要环节
。

在知识爆炸
、

科技腾飞的今天
,

工科专业的教师
,

如果不到实践中吸取营养
,

是很难

胜任教学的
。

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也是教师不断进取的过程
。

科技在发展
,

教材须更新
,

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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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须充实
。

在毕业设计课题调研中
,

笔者注意到并瞄准建材技术装备底子薄弱发展迅猛的现状

和全 国水泥 70 %是立窑生产
,

但尚无这方面指导专著的国情
,

自 1 9 8 6 年至 19 9 2 年共 6 年时

间编著出版了一本系统阐述机械立窑设计
、

制造
、

安装
、

使用
、

维修
、

技改
、

热工标定
、

微机控制

等内容的专著—
《机械立窑 》

,

填补了该领域空白
。

此书不仅被用作有关专业的教材
,

而且受

到水泥厂
、

立窑制造厂广大科技人员的欢迎
。

指导学生毕业设计的真课题
,

对于教师也是一种压力
。

教学相长
,

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
,

自

己须备一桶水 ;要使学生的设计能经得起实践检验
,

指导教师须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强烈

的事业心
.

在笔者接受委托的 10 个毕业设计课题中
,

只有为盐城汽车总厂工艺设计这个课题

是在毕业设计期间就完成的
,

其余 9 个都是在学生毕业后由我接下去修改
、

完善
、

完成的
。

三
、

毕业设计为教师开展科研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许多教师常常感到教学易进行
,

科研难开展
。

其实有些课题就在为社会的技术服务中产生

的
。

毕业设计的教学环节为教师的科研活动提供了良机
。

首先
,

学生的毕业设计为教师科研开

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
,

包括设计过程的许多具体工作
,

使教师有了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
、

由表及

里改造制作的各种素材
、

依据
;
其次

,

委托单位的各种支持
,

为教师科研提供了许多方便
,

包括

原始数据的采集
、

当前水平的实现
、

实践检验的现场
、

修改设计的试验
、

维持设计的费用
。

笔者

的两个专利成果就是从为社会的技术服务中产生
,

在毕业设计中展开
,

在工厂支持配合下完成

的
。

1 9 9 1 年笔者应邀参加海安建材设备总厂科研所产品开发工作
,

对该厂主产品— 双位单

臂油缸传动的 Z B 型机械立窑提出了改进设计
,

该厂将此设计申报了专利
,

成为替代原 Z B 窑

的主产品—
F L 液压窑

,

该项 目使笔者获南通市科技发明创新奖
。

在此基础上
,

笔者进行了

改进并获得双缸推拉转摆机械立窑专利 ( 9 3 2 3 6 3 4 6
.

x)
,

该专利在大丰水泥二厂技改项 目中实

施
,

效果很好
。

1 9 9 3 年底
,

海安厂与研究所再度合作开发新品
。

针对 国内两辊立磨的振动成为

胎病
,

笔者在《中国建材装备 》上发表论文
“

立磨振动的结构因素和改进设计
” ,

并报批了
“

中心

进料 多辊立磨
”
国家专利 ( 9 4 2 0 5 0 6 5

.

7 )
,

在 1 9 9 4 年毕业设计中展开设计
,

是年十二月
,

在该厂

立磨部级鉴定会之前完成设计
、

制成模型
,

向会议介绍了此项设计
。

四
、

毕业设计坚持产学研结合
,

厂院各方受益

毕业设计为工厂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

工厂得到了直接经济效益
,

比如上述 F L 窑
,

使该厂

年获利近百万
。

学校除有一部分直接经济效益外
,

还有部分隐含的间接效益
。

比如 1 9 8 8 年笔

者与徐州建机厂签定协议
,

我校的一个毕业设计小组为该厂承担液压窑设计任务
,

厂方则为我

建材机械专业的 35 名学生实习提供食宿条件
。

1 9 9 3 年
,

有一个设计组为海安厂完成了几个工

装的设计任务
,

该厂连续三年为我院提供毕业实习的食宿费
。

隐含经济效益的第二方面是
:

毕

业设计为工厂解决实际问题
,

密切了厂校之间联系
,

提高了学校知名度
。

在为海安厂改进了 Z B

窑
,

完成了双缸推拉传动的设计后
,

该厂又将属于国内外当前热门研究方向的高效低噪节能粉

磨设备— 三辊立磨的开发设计工作委托给我们
。

隐含效益的第三个方面是
:

指导教师教学水

平
、

科研能力提高较快
。

就以笔者为例
,

近几年
,

我的一本专著
、

二项专利
、

三方颁奖 (省计经委
、

省教委
、

中科院南京分院联合颁奖产学研先进个人 )
、

四篇论文均与结合生产科研的毕业设计

有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