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设计）必读

各位同学：

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抽检工作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22〕23 号）、《四川省人民政

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的

通知》等文件精神要求，为严格把好出口关，进一步端正教风学风，

进一步加强毕业论文（设计）（以下简称论文）过程管理，切实提高

论文写作质量，在学生和指导教师共同努力下，以高标准严要求评审

的同时，整改和杜绝问题、提升底线、保障质量，杜绝任何“人情分”，

坚决以“零风险”目标为己任。为提高通过率，学生在撰写论文前务

必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一、学生应严格按照本批次“论文写作时间表”进行写作、提交。

写作环节共有提纲、写作（终稿）两个阶段，符合写作资格的学生从

提纲阶段依次参与。为提高通过率，提纲阶段有 2 次稿件提交机会，

提纲阶段主要确定论题及写作范围、主体结构等；写作（终稿）阶段

共有 4 次提交论文全文的机会，分 4 个时段布置，每个时段可提交 1

稿/次。

注意：每个时段均有提交时间要求（详见“论文写作时间表”），

必须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提交，错过不补，务必珍惜每次提交

修改机会。

二、进行论文写作前，应具备论文写作的基本认识和初步理解。



应完成《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视频学习。完成所有视频课程学习约

1～3 小时后，方可登录论文系统。提醒各位同学务必提前安排好学

习时间以免错过。

三、登录论文系统后，首先输入并核对个人手机号码，确保畅通。

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选题及面答申请。论文写作前必须仔细阅读

以下内容：

1.论文系统的弹窗信息、系统公告各项内容；

2.个人状态中的批次资料、专业资料、辅导资料；

3.部分指导教师发布的论文资料及写作要求；

4.学院官网发布的“写作通知”。

四、关于论文题目、选题方向的拟定

论文题目在提纲阶段经指导教师审定通过后，不得随意更换。写

作期间论文题目可更换情形如下：

1.申请换题时间：提纲阶段；

2.学生向指导教师提出换题申请，经指导教师审定同意后更换；

3.指导教师有权对指导的论文提出换题要求，学生应按照指导教

师意见进行修改。

五、论文格式规范及字数要求

从 2021 年 11 月起，教育部、省教育厅相继发布了《关于做好本

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的通知》相关文件。按照通知要求，将

通过《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台》专家库中随机指派六位评审

专家审核同一篇学生论文，评审内容细致到“标点符号有误、错别字、



序号有误”等问题均属于扣分项。学生每次提交稿件前，应严格对照

“格式样本”及“字数要求”进行自查自纠。避免因格式、字数等基

本规范问题占用提交机会。

1.论文格式是指导教师首先评阅的项目。格式不规范的稿件，指

导教师不予评阅，并按“不及格”记录。

2.字数要求详见论文系统公告《各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字数要求》。

各专业字数要求，是指正文字数，不包含封面、目录、摘要、附录、

参考文献、致谢等字数。拟申请面答的学生论文字数要求不低于上限

字数要求。

3.指导教师有权在指导过程中根据稿件内容指定字数要求，具体

格式规范以及参考文献篇数、范围及呈现方式等要求。

4.格式不规范、字数不达标的论文，论文复审（含专家评阅、正

式面答、院级抽检）时将取消答辩资格及学位申报资格。

六、学生写作及指导教师评阅规范：

1.论文“选题”时，须同时确定“是否答辩”。“已申请答辩”的

学生安排对应的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按照学位论文从严要求，学位论

文质量必须同校同质，符合四川大学本科学士学位论文水平方可授

位。指导教师评阅标准全校一致，论文抽检属于毕业后倒查，抽检不

合格将依法依规取消双证，且抽检采用一票否决制，无修改和申述机

会。本着对双方负责的态度，学生论文各环节的评审必须从严要求，

确保学生论文面对抽检能“不怕抽，经得起抽”。一次写作未通过不

要紧，学院给学生提供了二次答辩的机会，可积累足够的论文写作经



验后参加第二次写作。

2.需要明确的是，论文撰写不同于中学作文，本科论文主要是考

察学生大学生涯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写作过程中学生应注意细节的

斟酌，逐字逐句的校对，确保语言通顺等基本要求。学生要有清晰的

认识，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指导教师是不负责“包过”的，不是指

导教师在撰写论文，学生才是写作主体，论文质量的高低主要是学生

自身学术修养的能力体现。指导教师会给出论题方向及解题思路，以

及主体结构、段落设置是否合理等，学生要靠自身理解能力和专业素

养进行写作，对照《四川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参考评分标准》进行修改，切忌过度依赖指导教师一字一句的点评。

3.学生要明白，论文写作与指导是循序渐进的论证过程，周期较

长，“老问题新发现”更是常态。因此，指导教师无法满足学生“一

次性指出所有问题”的想法，这既不科学，也不可行，论文写作与指

导必定是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的过程。

七、写作中常见问题（节选）：

1.综合分析国内外文献缺失，对选题的支撑不够；相关理论研究

没有，研究方法太简单；缺乏研究背景、研究内容、方法、技术路线、

创新点等。

2.几乎没有国内外文献调研，也几乎没有论证，比如对于公司存

在的问题的提出是直接给出的，没有调研；相应的对策既没有论证，

也没有理论依据。

3.对实证考察对象的观察描述与文中的理论评析以及对策论证



间缺乏有效联系，分析结论更多直接来自对参考文献的援引。

4.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论据阐述不充分。分析的问

题及提出的对策缺少针对性，关联性较小。

5.缺少数据支撑和调查分析。案例缺乏真实性依据，根据当前论

文的行文信息，其真实性无从考究，因此其作为论据的充分性不足。

论述流于表面，缺乏具体案例分析。

八、稿件提交、评阅及沟通交流，全程通过学院毕业论文系统内

进行。学生在写作期间应及时登录论文系统查看指导教师评阅意见及

留言，并严格按照评阅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未按评阅意见修改就再

次提交的稿件，指导教师不予评阅，并按“不及格”记录。

九、论文严禁抄袭、剽窃、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论文抄袭的认

定标准：连续引用他人作品超过 200 字而未注明出处的，视为抄袭（详

见系统公告-论文抄袭的认定标准）。

违规违纪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从各类文档文库站点下载他人若干篇论文进行拼凑的、由他人代

写的、照抄往届学生论文的行为，以上均属严重违纪行为，一经发现，

论文即判为“不及格”，学校及导师绝无宽容，相关违规违纪情况将

记录在案并通报所在单位。

关于雷同稿件的认定及处理方式：在论文写作及答辩过程中，经

指导教师认定两篇(含)以上的学生毕业论文相似度达 30%以上的，均

视为雷同稿件。雷同稿件将按“抄袭”处理，成绩按“不及格”记载。

十、关于论文查重。写作结束后，学院将对“定稿”及学生终稿



阶段提交的最后一稿且成绩合格的学生论文执行统一标准的查重检

测，比对范围包括“互联网资源库+往届学生论文自建库”。检测结果

以论文系统显示为准，不达标者将按“不及格”记录，当次论文写作

不通过。写作过程中，学生可通过论文系统的“自主查重”链接（含

往届学生合格论文）进行重复率自检，费用自理。查重结果仅供学生

本人参考，毕业论文系统不会记录检测结果。在此提醒，学生应保管

好自己的稿件，防止信息泄露，切勿使用不明平台进行稿件查重。

特别提示：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有权在终稿环节任一时段对审

核通过的论文进行“定稿”。学生稿件一旦“定稿”，则不再有修改、

提交机会。因此，学生应在每一稿提交前自行进行查重、降重，以确

保“或定稿”稿件符合重复率要求。

十一、关于论文成绩。“已申请答辩”的学生论文“写作成绩”、

“专家评阅成绩”仅作为进入下一环节评审的资格判定，并非论文最

终成绩。“已申请答辩”的学生论文最终成绩以面答成绩为准。

十二、在辅导过程中学生应充分尊重导师的教学成果。我院安排

的指导教师是各办学学院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及专家，日常教学科研

任务繁重，一般是利用课余、休息时间辅导和审核学生论文。学生与

导师通过论文系统沟通过程中，若教师未及时答复，请耐心等待。若

有特殊情况可向所属学习中心反馈。

十三、确保论文工作周期不低于 16 周的前提下，因节假日、短

时（3日内）系统故障导致评阅、提交等延误情况，均不再后延论文

写作时间，学生应提前规划好写作时间，切勿拖延。



十四、学生应保持联系畅通，若手机号码变更，需及时在系统进

行更改。学院会根据论文写作进度发送提醒短信，而短信提醒只是帮

助学生完成论文写作的一种辅助手段。短信能否正常发送、接收有诸

多不可控因素，学生不应依赖于短信提醒完成各阶段写作。各阶段时

间安排应牢记于心。各类通知以学院官网发布内容为准。因个人原因

无法按时完成论文写作，造成延误毕业的，责任自负。

保住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底线

就是保住川大人才培养底线

教学服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