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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立项与选题管理及其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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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提出了一种毕业设计课题的有效评价和筛选技术，并附加量化的约束为优秀的毕业设计课题立

项，同时应用模糊匹配技术支持学生和教师完成毕业设计课题的选择过程，从而实现了一个能最大程度满足

学生选题志愿的约束支持下的毕业设计选题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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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and supporting system for

   selecting of graduation projects of undergraduates

（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Abstract：The graduation project is the last comprehensive teaching link of the training programme for

undergraduates，and project judging and selecting are the two main steps in the link. A method for ef-

fective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of graduation projects is introduced. In judging good projects， quanti-

fied constraints are added，and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of the projects by students，the fuzzy matching

technique is used，thereby a management system of graduation projects of undergraduates with certain

constraint is established，which can meet the will of students to the greatest degree.

Key words： constraint； model of evaluation； fuzzy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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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设计既能全面检验学生大学4年所学的

知识和技能，考核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能够培养学生优良的思

维品质和勇于探索、实践及开拓创新的精神。因
此，毕业设计作为学习、实践、探索和创新相结合
的综合教学任务，是本科培养计划中最后也是最

重要的一个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质量的高低，反
映出教育质量的水平和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

必须加强这一环节的教学指导和管理，把好教师
毕业设计题目立题关，充分满足学生的选题要求，

努力体现毕业设计 中的个性化培养模式 ，激发学

生学习与研究 的热情 ，不断提高毕业设计质量 ，增

强学生 的专业技术能力 1-5]  。

    在毕业设计的教学管理过程中 ，课题 的立项

与学生选题是 2  个重要 的步骤 ，但一直 以来都采

用人工操作的方式 ，效率低 ，容易出错 。其缺陷主

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  1）  老师对毕业设计课题的 申报方面缺乏很

好的把关。

    （2）  传统 的选题方法多数是 由每个学生通过

表格选题 ，表达志愿不确切 ，信息传递慢。同时由

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学生报题重复现象严重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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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调整的工作量巨大。现有的手工选题已跟不

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随着教学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的增多，毕业

设计课题的数量和研究领域跨度增加。如何筛选

有一定理论基础、应用价值及可操作性强的毕业

设计题目.如何调度毕业设计题 目与选题人数，提

高学生选题志愿的满意度以及选题工作效率，成

为毕业设计教学管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研究并开发一种能对毕业设计立题进行

有效评价和筛选，同时操作简捷、志愿表达充分、

信息反馈及时及透明度比较高，又能最大限度满

足学生选题志愿的毕业设计教学管理系统，以实

现毕业设计教学管理工作的无纸化、电子化和网

络化，提高本科毕业设计的整体质量口17]  。

1  系统构架

    为选择优秀的课题进行立项，并且能支持最

大程度满足学生志愿的毕业设计选题工作。要求

系统能支持教师网络在线申报本科毕业设计课

题，并要求教师对所申报课题提供课题立项背景

及基础工作、课题类别、对学生的要求等约束条

件。课题的立项以专家评审为主，结合历年毕业

设计情况（包括课题简况及其实施情况）和本次毕

业设计课题申报情况，遴选课题并为课题立项，同

时确定各课题的类别及约束条件。系统需要支持

学生网络在线填报毕业设计课题选择的意向，包

括精确的第一、二志愿课题选择意向和模糊表示

的感兴趣领域、研究方式和方法及其他要求。学

生志愿填报完毕后，系统将采取模糊匹配技术进

行第一轮学生一课题的自动匹配，对自动配对未能

成功的学生和课题，系统提供约束支持下的人工

调整配对功能凹]。

    如图 1  所示，设计系统构架包括毕业设计资

源库、交互工具、选题系统、评价系统及管理系统

等 5个组成部分。

    （1）  资源库模块实现了教师信息、学生信息

及课题信息等一些系统资源的维护。

    （2）  交互工具模块提供师生之间的在线交流

服务。

    （3）  选题系统模块提供了在线选题及约束支

持下的学生一课题人工优化调整的功能。

    （4）  评价系统模块实现专家评审工作.确定

课题类别，对课题从属学科逐级分类 ，对研究方式

和方法进行定级并分类，对课题内容进行评审，从

理论深度、应用价值、立题新意、学科导向、难易程

度及设计工作量等方面量化打分评价。

    （5）  管理系统模块实现对后台数据库及管理

员信息的维护等功能。

图1  系统构架

    在实现的过程中，系统将解决包括课题立项

  的综合量化评价技术、基于模糊匹配技术的学生
  选题模型及约束支持下的学生一课题优化调整系

  统等关键技术。

  2  系统设计与实现技术

    系统的客户端提供系统交互界面，如教师申
’  报课题界面及学生在线选择志愿界面等。应用程

  序运行在Web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上，指导教师

  先根据一定的要求准备好毕业设计题目，这些题
  目经由系审批，院专家组审核确定后下达给学生，

  接着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毕业设计题目，

  而题目选择的最终结果由系专家组根据各个学生
  的选择志愿确定，指导教师分别指导学生进行毕

  业设计。

    毕业设计结束后，学校组织毕业设计答辩委
  员会实施毕业设计答辩工作，答辩委员会和指导

  教师根据毕业设计课题难度、技术性和工作量以
  及学生在整个毕业设计中的表现和答辩情况，对

  各个学生毕业设计进行评定。

  2.1  系统约束条件描述
    毕业设计选题系统在选题过程中，必须考虑

  多维约束条件和多种目标任务的同时并存，各种

  约束条件的设定和管理对整个系统的开发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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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约束管理 系统必须满足 以下特征：

    （  1）  系统以统一的格式管理不同类型的约束

条件。
    （2）  系统 约束 性能 必须 是可 验证和 可评 估

的，这就意味着分析和验证工具 必须能达到验证

的精确度 。

    （3）  提供各类约束条件之间相互方便转化的

途径 ，能够对约束 条件 的有效性 和可执行规范进

行一致性验证 ，并尽可能避免不合理的约束。

    智能化选题一般通过提供元数据域作为约束

选项 ，即教师职称 、教师可带学生人数 、教师 申报

课题的类别 、教师 申报课题 的立项背景及基础工

作 、课题对学生所学专业的要求 、课题对学生已修

课程的要求 及课题 对学 生掌握 开发工具 的要求

等 ，缺省的约束条件设置为“无限制”。

    另外 ，为 了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方便性 ，智能

化选题 系统还 提供 了约束支 持下 的（  可视化）  学

生一课题优化调 整 系统 ，提 供约束 支持 下的学生一

课题 人工优化调整 的功能 ，使 系统 的设计和使用

更为人性化。

2.2  课题立项综合量化评价技术

    课题立项综合量化评价是本系统实现的一个

关键技术 ，包括课题立项背景 、课题类 同率 、同类

课题 的执行效果及专业适合率等评价指标的确立

和量化 。专家对课题进行评 审，确定课题类别 ，对

课题从属学科逐级分类 ，对研 究方式和方法进行

定级并分类 .对课题内容进行评审，对课题从理论

深度、应用价值 、立题新意 、学科导向、难易程度及

设计工作量等方面量化打分评价 。

    针对以上 给 出的课 题立项 综 合量化评 价指

标 ，在本系统中，分别采用加权评分法和隶属函数

评估法建立评价模型 。

    加权评分法根据各具体指标在评价总 目标 中

的不同地位 ，给出或设定 其标准权数。加权评分

法能将一些定性 的因素定量化 ，便于使用计算机 ，

还能把定 量的评 价和 定性 的评价 结合成一 个总

分 。加权评分法的最大 优点是简便易算 ，但也存

在如下 3个明显 的缺点 ：

    （1）  未能 区分指标 的不 同性质 .导致计算 出

的综合指数不科学 。

    （2）  不能动态地反映变动状况。

    （3）  忽视了权数作用的区间规定性 。

    严格意义上讲 ，权数作用 的完整区间，应该是

指标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而不是平均值，也不是

整个最高值。

    加权评分法计算综合指数时 ，是指指标数值

实际值与标准值进行对比后 ，再乘上权数，这就忽

视了权数的作用区间，造成评估结果 的误差 。

    隶属函数评估法是根据模糊 数学的原理01]  ，

进行综合评估 。首先利用隶属函数给定各项指标

在闭区间（0，1）  内相应的数值，对各指标作出单项

评估 。然后对各 单 因素隶属 度进行 加权算术 平

均 ，计算综合隶属度 ，得出综合评估的指标值 。其

结果越接近 0越差 ，越接近 1  越好。

    若设 d.为各指标的单 因素隶属度 ，则

  02，，≥Z.d

  d，  1/2（Z，.- Zia）/（ Zin、- ZiL，）  Zid <ZIS≤ZlM

  1/2[（Zis -Zin，）/（Zi。-Z，。）  +1] Zim<ZIS≤ZIY

  1  2，、，<Zls

式中  Z“—— 指标实际值

    Zid——指标不允许值

    Z，。——指标最优值

    Z in，- 指标标准值

    若为逆指标 ，则计算公式为

  1  2，。≥Z，。

  d， 1/2  [（Zi.-Zim）/（Zi.- Zim）+1]  Ziv<

    Z  ls≤ZIM

  l/2[（2，.-Zid）/（Zim-Z，d）  +l] Zim<ZIS≤Zn）

  0  2，d<ZIS

综合指数为

    D=（∑d，P）/EP
式中  D- 综合指标指数（得分）
    P- 指标标准值（权数 ）

    隶属函数评估方法较之加权评分法具有更大

的合理性 ，但该方 法对状态指标缺乏有效地处理

办法 ，有时会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

2.3  基于模糊 匹配技术的学生选题模型

    学生选题系统按学生 申报 的志愿领域 、研 究

方式和方法 、选择课题的第 1  志愿 、第 2志愿及约

束条件 ，自动进行学生一课题的配对。建立学生选

题模型，需要确定所有参数 的精确性 和模糊性 类

别 ，确定模糊参数 的隶属度 函数 ，建立学生选题的

模糊匹配模型‘loj。

    运用模糊理论建立学生 选题 模型 ，模糊 产生



616   合 肥工 业 大学 学报 （  自然科 学 版 ）   第 29  卷

式的一般形式为

    IF  E  THEN  H  （CF，A）

    其中，E是模糊命题 表示的模糊条件 ，也可以

是多个模糊命题构成 的复合条件 ；H是用模糊命

题表示的模糊结论 ；CF的值是领域专家在给出知

识 的同时给 出（在具 体的环 境 中做 相应调整 ）  ，A

是阈值 ，指 出相应 知识在什 么情况下 可被应用。

模糊推理不可缺少就是模糊匹配 的设定 ，计算匹

配度的方法 主要有 贴进 度、语 义距离 （  如海明距

离）及相似度等 。

    本文采用贴近度来 表达 ，它是指 2个模糊概

念互相贴近的程度 ，可用匹配度的参考数值。

    设 A与 B分别是论 域 U一{  “，  ，“：  ，⋯，“N}

上的 2个表示相应模糊概念 的模糊集 ，则它们 的

贴近度定义为

    （A.B） =[A .B—-（1-AOB）]/2
tp̂    L    一
）映 中

    A .B  — V （UA（l.li）.八  “l{（“，））

    AOB  一  ̂ （“A（“，）  V  “lj（  “，））

这里“八”表示取极小 ，“V”表示取极大 ，A -B称

为A与B的内积，AOB称为A与B的外积。
    当用贴近度作 为匹配度时 ，贴 近度越大表示

越匹配。
    由于建立合适 的隶属 函数和设定一个合理的

阈值是一件 比较困难 的工作 ，而本系统在配置 文

件中科学地设置阈值 ，用 户和管理员可根据 自己

的需要进行修改。

2.4  系统实现

    本系统采用浏览器/服务器 （简称 B/S）模式 ，

其中，浏览器能 向服务器发送请求 ，获得信息。而

服务器在后 台处理请求后 ，将 处理结果发送给用

户。整个系统分为客户端 和服务 端 ，客户端只需

安装一个 Web浏览器 ，提供 系统交互界 面，如 教

师申报课题 的界面及学 生在 线选择 志愿 的界 面

等。应用程序运行在 Web服务 器和应用服务 器

上 ，如系统数据 的存取 及学生课 题志愿选择操 作

等。B/S特点是用户界 面统 一 ，数据 库结构的变

化不会影响客户端 的程序 ，整个系统不但升级 方

便 ，而且对客户机要求不高 ，可 以达到瘦客户机的
    _    1

要求 ，后 台数据库采用 SQI- SERVER20001l̈J 2_J。

3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约束支持下的毕业设计选题系统

的设计和实现过程，该系统通过综合量化评价，对
教师申报的毕业设计课题进行筛选和优化分类。

增加了信息透明度，信息传送快，节省人力物力。

  该系统的开发使学生之间对毕业设计题目信
息了解的时间差缩小，且对同一个毕业设计选题

人数做了很好的控制，系统投入使用后，获得了较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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