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毕业设计分析报告》

一、毕业设计过程总结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毕业设计是对学生高职三年专业学习的一

次综合检验。整个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选题阶段：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自身兴趣和专业知识，

从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等

多个领域确定毕业设计题目。选题既涵盖了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也涉及到当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2、调研阶段：学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进行问卷调查、访谈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等方式，收集与毕业设计题目相关的数据和信息。

在调研过程中，学生不仅提高了自己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也对实

际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3、方案设计阶段：根据调研结果，学生运用所学的人力资源管

理理论和方法，对毕业设计题目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

行性的解决方案。在方案设计过程中，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新思维

和实践能力，力求设计出既符合理论要求又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方案。

4、撰写报告阶段：学生将方案设计的过程和结果以规范的格式

撰写成毕业设计报告。报告内容包括题目、正文、结论、参考文献等

部分。在撰写报告过程中，学生注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同

时也注意报告的排版和格式的美观性。

5、答辩阶段：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对自己的毕业设计进行陈述



和答辩。答辩委员会成员根据学生的陈述和回答问题的情况，对学生

的毕业设计进行评价和打分。在答辩过程中，学生不仅展示了自己的

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也锻炼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

二、选题分析

1、选题方向分析

本次毕业设计的选题涵盖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领域，其中招聘

与配置、绩效管理和薪酬管理是学生们比较关注的选题方向。这些选

题方向既反映了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热点问题，也与学生们的

未来职业发展密切相关。

2、选题特点分析

（1）紧密结合实际：大部分选题都来源于企业实际问题，具有

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2）注重创新性：部分选题在传统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基础上，

引入了新的理念和方法，如大数据人力资源管理、人工智能在招聘中

的应用等，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3）难度适中：选题的难度既考虑了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

又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潜力。

三、成绩分析

1、成绩分布

本次毕业设计的成绩分布较为合理，大部分学生的成绩在中等

以上。毕业设计的整体成绩较为理想，绝大部分学生的作品达到了预



期的设计水平。通过对答辩和设计的评价，指导老师普遍认为学生在

理论应用、数据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有显著提高。

2、成绩评定标准

成绩评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选题的合理性、调研的

充分性、方案设计的创新性和实用性、报告的撰写质量、答辩的表现

等。每个方面都有具体的评分标准，确保成绩评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四、存在的问题

1、数据收集不足：部分学生在数据收集阶段存在困难，导致分

析结果的可靠性受到影响。

2、理论深度不足：有些学生在理论框架的构建上不够严谨，缺

乏对相关文献的深入探讨。

3、时间管理问题：部分学生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未能合理安排时

间，导致最终报告的质量受到影响。

4、报告撰写不规范：部分学生在撰写毕业设计报告时，存在格

式不规范、内容不完整、逻辑不清晰等问题，影响了毕业设计的质量。

五、改进措施

1、加强数据收集培训：针对数据收集的不足，可以在课程中增



加相关的培训，帮助学生掌握有效的调研方法。

2、强化理论指导：在选题阶段，提供更为系统的文献支持，引

导学生深入理解相关理论，提升研究的深度。

3、优化时间管理：建议学生制定详细的时间计划，教研室可定

期进行进度检查，确保每个阶段的任务按时完成。

4、规范报告撰写：加强对毕业设计报告撰写的指导，明确报告

的格式和要求。要求学生在撰写报告时，注重内容的完整性、逻辑的

清晰性和语言的规范性。

总之，通过对本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毕业设计的分析，我们发现

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在今后的教学和实践中，

我们将不断完善教学体系，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需求

的高素质人力资源管理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