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商务学院 2024 届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工作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一）毕业论文常规工作小组成员名单（依姓氏笔画排序）： 

丁家媛、王静、叶安妮、朱郑雯、刘莉、李均扬、连智华、吴丹丹、周彩艳、侯慧芳、高璐、

黄辉 

（二）成绩审查小组成员： 

苏锦俊、连智华、刘莉、李均扬 

 

二、总体安排 

2024 届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具体工作以及相关时程，由国际商务学院毕业论文常规工作小

组统筹安排。 

 

三、日程安排 

（一）学生定稿：3.28前 

（二）学院定稿抽查时间安排：2024.03.29-2024.04.12 

（三）论文检测时间安排：第一轮检测：2024.03.29-2024.04.13 

                        第二轮检测：2024.04.14-2024.04.21 

（四）论文外审时间安排：2024.04.10-2024.04.21 

（五）论文第一次答辩：2024.05.11 

（六）论文第二次答辩：2024.05.22 

 

四、答辩安排 

（一）答辩资格审查标准 

1、符合以下三项条件者，可以参加第一次论文答辩： 

（1）根据时程完成开题报告、初稿、二稿以及终稿的提交； 

（2）通过中期检查以及定稿抽查； 

（3）论文定稿的查重重复率不超过 25%。 

2、学生若有事情无法参与第一次答辩，须根据《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学生请假制度实施细则》

办理请假手续，同时应于答辩前通知所属答辩组组长。未依照请假制度实施细则》办理请假

手续的同学，视为放弃该次答辩机会，将安排至第二次答辩（答辩成绩为及格或不及格）。 

3、根据规定办理请假的同学，后续将安排参与 5月 22日的第二次答辩，答辩组评分标准同

第一次答辩（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 



（二）时间安排 

1、第一次毕业论文答辩前工作安排 

时间 人物 事项 

5.5前.5前 学生 核对知网平台首页和论文中的论文题目是否一致。若知网平台首页

上的题目有误，学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修正： 

（1）在知网平台上申请修改题目，请指导老师审核； 

（2）联系指导老师，请指导老师在知网平台上进行修正。 

5.5 工作小组 公布本次答辩小组的答辩老师和答辩学生名单 

5.6前 学生 将答辩论文、知网检测报告、任务书（学生）、进度表提交给指导

老师审阅 

5.6前 指导老师 审核知网平台首页和论文中的论文题目是否一致，若知网平台上的

题目有误，指导老师需要在知网平台上进行修正。 

5.7前 学生 将纸质版答辩论文（封面和致谢语要注意隐去所有和导师有关的信

息）亲自交给答辩组的每一位老师手上。提交知网检测报告纸质版

（彩色打印）给所属答辩组组长，将检测报告第一页的指导教师姓

名以黑笔涂黑。 

5.8前 指导老师 将答辩及成绩审定工作记录表纸质版（学生信息完整）交给李均扬

（经管楼 B#415） 

5.10前 学生 准备毕业论文陈述 PPT 

5.11  答辩开始，答辩的具体要求参照《国际商务学院各专业本科毕业论

文（设计）撰写质量要求与规范标准》。 

 

2、第一次毕业论文答辩后工作安排 

时间 人物 事项 

5.13 工作小组 公布答辩成绩 

5.15前 
通过第一次答辩

的学生 

上传电子版的毕业论文最终版（必须是 pdf 格式）到学校的知网系

统（答辩后有修改的论文要经过查重后再提交） 

5.17前 指导老师 

下载通过第一次答辩学生所上传的电子版毕业论文（最终版）内容

并进行审核，若学生论文题目根据答辩意见有微调，指导老师需要

在知网平台上进行修订。收集通过第一次答辩学生纸质版的毕业论

文（最终版）、知网检测报告、任务书（学生）、进度表 

5.19前 指导老师 
继续指导未参加第一次答辩的同学的毕业论文；第一次答辩不及格

的同学的毕业论文，准备参加 5.22第二次毕业论文答辩 

 

3、第二次答辩工作安排 

时间 人物 事项 

5.20前 指导老师 审阅学生答辩论文、知网检测报告、任务书（学生）、进度表 

5.20前 工作小组 公布本次答辩小组的答辩老师和答辩学生名单 

5.21前 学生 将纸质版答辩论文（封面和致谢语要注意隐去所有和导师有关的信

息）亲自交给答辩组的每一位老师手上 



时间 人物 事项 

5.21前 指导老师 将答辩及成绩审定工作记录表纸质版（学生信息完整、参加二次答

辩的指导教师评分只能为及格）交给李均扬（经管楼 B#415） 

5.22  第二次答辩开始，答辩的具体要求参照《国际商务学院各专业本科

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质量要求与规范标准》，答辩小组评分只能

是及格或不及格。 

5.26前 通过第二次答辩

的学生 

上传电子版的毕业论文最终版（必须是 pdf 格式）到学校的知网系

统（答辩后有修改的论文要经过查重后再提交） 

5.27前 指导老师 下载通过第二次答辩学生所上传的电子版毕业论文（最终版）内容

并进行审核，若学生论文题目根据答辩意见有微调，指导老师需要

在知网平台上进行修订。 

5.27前 指导老师 收集通过第二次答辩学生（包括不及格的学生）纸质版的毕业论文

（最终版）、知网检测报告、任务书（学生）、进度表 

 

4、毕业论文材料收集工作安排 

时间 人物 事项 

6.11前 工作小组 打印毕业论文档案袋标签，并将标签贴到档案袋 

6.14前 指导老师 按照档案袋标签信息将纸质版最终论文、知网检测报告、任务书（学

生）、进度表、答辩及成绩审定工作记录表、学生承诺书六份材料

装入档案袋后交给李均扬老师 

6.14前 指导老师 将纸质版教师任务书交给李均扬老师 

 

（三）答辩分组 

答辩分组 答辩教室 答辩组成员 答辩学生 

第一组 经管#207 刘莉（组长）、

王全红、杨

迪川 

周盛豪、李可欣、杨英杰、杨海洋、陈鑫绮、杨紫琼、林旭泽、

江佳琪、徐佳佳、陈彦名、王雅婷、冯宁静、郭静怡、张文静、

王玉瑞、王菲、谢金泽、马然、易琳、潘清、赵雪莹、李双宇、

林佳颖、谌瑞华、范名哲、李俊洁、金冉、董文秋 

第二组 经管#208 谢德鑫（组

长）、聂清华  

刘颖 

黄梓文棋、杨思琪、王宇杭、江旻、薛艳榕、任红滢、谢兰涛、

方飞、赵子辰、黄丰鸿、马晓旭、洪叶、沈双童、李开航、戚

迹、曾德言、钟苑欣、李舒萍、高泓祥、运蕾、伊柔静、李晨

旭、王庆、林建斌、徐征、陈嘉伟、刘斯月 

第三组 经管#209 王生喜（组

长）、刘凌、

迟雪 

张悦、孙雅雯、黄汶辉、龙剑锋、李梓林、吴怡菲、姚子豪、

宋佳怡、朱欣晨、戴雨奇、李不凡、张依娴、戴志炫、潘鑫、

蒲婧雯、许健平、黄研珩、赖金梅、王稼祥、刘知洋、吴欣婷、



答辩分组 答辩教室 答辩组成员 答辩学生 

王雨轩、朱顶立、刘栋杰、杨承宇、肖少熙、蔡思婷、陈洁 

第四组 经管#212 田力（组长）、

侯慧芳、叶志

鸿 

余筱彧、沈雨歆、许曹艺芯、陈慧、杨玉慧、陈湲、王佳豪、

江涵、连芳颖、陈昭隆、卢利行、刘继鑫、黄跃芳、黄培榆、

王梓轩、余佳雯、马佳睿、董立健、陈慧兰、陈文静、林嘉盈、

于澄澈、林清杰、池建涛、陈虹酉、邹世磊、刘华峥、马昀程 

第五组 经管#219 周彩艳（组

长）、林晨

萍 、黄益坚 

杨翊希、刘纯伋、林雅妮、刘涵星、陈洁、俞宏锟、陈泽源、

林柯彤、洪智汶、肖文婷、卓金鹏、翁彩彬、徐雨晴、陈茂杰、

李宛芸、尹雯、尹柯皓、俞思南、陈雅萍、朱湉婧、陈哲胤、

文艳芳、连月霞、魏伟航、汤骥文、曹芯睿、李彬铌 

第六组 经管#220 于颖（组长）、

高璐、廖汶

钊、陈思慎 

胡亦、苑新宇、段晓燕、谢丽莹、吴欣桥、周丽君、胡蕊、周

熙恒、王婉婷、黄佳玲、马春天、杨云浩、艾宇轩、张熙沅、

林家钰、侯琦琦、叶雅琳、彭彬悦、高子棋、王欣慧、欧雨璇、

刘星淑、何润涵、沈新怡、陈璟娇、林丹倩、郦韦洛 

第七组 经管#309 王静（组长）、

赵伟晶、李均

扬 

任京豫、印媛、宋青宇、唐雪虹、徐欣宇、蔡一凡、徐宇康、

李嘉鑫、蔡静怡、牛青雅、王如颖、陈越、叶文武、郑鼎亮、

江天一、翁凯星、李哲、沈远超、林璐珺、温星怡、杨美珺、

陈柳吟、刘妍晴、谷翠欣、杨承霖 

第八组 经管#310 

 

郑文坚（组

长）、黄辉、

吴丹丹 

吴晓颖、李宣军、张欣然、陈潜、余宇烨、李嫱、胡恩溶、曾

叡、张晓静、封宇宏、武梦、吴梦玲、徐可欣、万梓润、郑谢

香、徐雅茜、殷乐、文奕蘅、黄珊、陈玲玲、辛语瑄、沈凯勋、

曾飞鸿、吴佳莹 

第九组 经管#311 连智华（组

长）、戴昕昕、

黄振谊、翁景

德 

许嘉蓉、庄权辉、吴瑜清、肖晓琳、王云浩、钱昊煜、徐建平、

邱沁艺、詹振浩、李思芬、郑智伟、熊嫦乐、林佳睿、林俊杰、

于慧泽、常赛、苏文琪、朱潇阳、林瑶瑶、叶秋霞、阮思佳、

范伟镔、曾丹宁、唐悦、陈诗颖 

 

（四）答辩工作流程 

1、答辩开始前： 

（1）由答辩秘书发起会议，以自动获得主持人录屏权限（只有会议发起人才可以录屏）同

时开设屏幕共享； 

（2）答辩学生开启论文 PPT准备进行自述； 

（3）答辩组长告知所有学生准备笔和纸以记录提问。 

 



2、答辩过程中： 

（1）答辩组长向答辩秘书确认开启录屏功能，然后示意答辩学生可以开始汇报论文（汇报

时间 5分钟内）； 

（2）答辩学生做论文陈述，答辩老师现场提问，学生回答问题（建议答辩老师完成全部提

问后，由答辩学生统一答复，全程不超过 13分钟）； 

（3）在完成所有学生的答辩后，答辩教师商议并评定成绩（各答辩组的成绩评定方式由各

答辩组老师自行协商，商议过程不录像）； 

（4）答辩过程中，若出现迟到的学生，则递补至答辩分组的最后一位，依次顺序完成答辩。 

3、答辩结束后： 

（1）当天答辩后，请各答辩组老师务必仔细核对成绩（指导成绩是否填写正确，答辩成绩，

总成绩是否计算且换算正确），并将核对后的“成绩表”发给吴丹丹老师（请注意填报成绩

将以各组核算提交的成绩为准，若有问题，由各组负责）； 

（2）答辩组在完成答辩的当天务必将“答辩及成绩审定工作记录表”纸质版提交给论文小

组（应完成填写如下内容：各答辩评审项目得分、答辩总分、答辩评语等）； 

（3）若毕业论文（设计） 成绩评定为“及格”且分数在“60-69 分”区间的， 毕业论文

（设计） 则需要进行修改。答辩评语应明确说明该生论文需要进行修改。学生修改后，应

经过毕业论文答辩组组长组织答辩老师共同审核并签字以后，方能提交最终版本的毕业论文

（设计）； 

（4）答辩秘书汇总答辩录屏材料，然后归档（档案命名格式：答辩组别）； 

（5）答辩秘书将上述答辩学生的归档材料在答辩结束的当日提交论文工作组李均扬老师。 

 

五、毕业论文（设计）的成绩评定 

（一）毕业论文（设计）的成绩评定应根据学生科学研究能力、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

文献的收集来源、对文献的阅读能力、研究工作的成果及答辩情况等几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成绩按百分制评分，并写出评语。毕业论文（设计）必须经过“评阅”、“答辩”和“评审”

三个环节，由指导教师、答辩小组和学院评审委员会从不同角度对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工

作进行评价，指导教师和答辩小组分别作出评价和评分，国际商务学院毕业论文评审委员会

根据答辩结果负责审定最终成绩。同一专业获得优秀的毕业论文（设计）篇数不超过总数 30%。

按《嘉庚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规定》，毕业论文（设计）成绩分优秀、良好、

及格、不及格四个档次评定，其中优秀为 90分及以上，良好为 80-89分，及格为 60-79分，

不及格为 59分及以下。特别强调的是，我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答辩成绩评定为“及格”

且分数在“60-69分”区间的，毕业论文（设计）则需要进行修改，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结束后由毕业论文工作小组将需要修改的名单及其答辩记录反馈给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应根

据毕业论文答辩组的修改意见及时通知并指导学生修改。学生修改后，应经过毕业论文答辩



组组长组织答辩老师共同审核并签字以后，方能提交最终版本的毕业论文（设计），包括上

传电子版毕业论文（设计）和提交纸质版毕业论文（设计）。与此类似，参加第二次毕业论

文（设计）答辩的学生，如果成绩同为“及格”且分数在“60-69分”区间的相关管理规则

如上所述。 

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记录表上共分两部分的分数：指导成绩占 40%，答辩成绩占 60%。

若答辩小组给出成绩为不合格，则不再计算指导成绩；若答辩小组给出成绩为合格以上，则

按比例计算指导成绩。 

（二）毕业论文（设计）的评分标准。毕业论文（设计）成绩的评定标准强调从政治方

向、学术诚信以及选题意义、写作安排、逻辑构建、专业能力、学术规范等方向进行检查与

评定，全体毕业论文（设计）指导与评阅教师均须按照该标准进行成绩评定工作。评分标准

参考如下： 

1.对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理解程度； 

2.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和本专业知识的能力，收集、整理、运用数据、资料的能力； 

3.对实际工作或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独立思考、锐意创新的程度； 

4.文章的结构、文字的表达、行文规范等。 

（1）优秀（90分及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议要素 

选题意义 

 

选题目的 符合专业培养目标，体现综合训练基本要求。 

研究意义 
能面向所在专业领域学术问题或行业社会实际问题，有较好的

理论或实用价值。 

写作安排 

 

文献调研 
综合分析国内外文献，追踪本领域研究现状或行业动态，做到

有述有评，能充分支撑该论文的选题。 

进度安排 
时间进度安排合理，工作量饱满，写作形式符合专业特点和选

题需要。 

逻辑构建 

 

层次体系 体系完整，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逻辑结构 论点鲜明，论据确凿，论证充分，达到所在专业领域要求。 

专业能力 

 

综合应用 

知识能力 

将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合理应用到研究过程，能充

分体现本专业知识储备程度，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分析解决 

问题能力 

研究方法合理，论证分析严谨，数据记录规范，能充分体现了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养。 

创新能力 
能提出新观点，或将经典理论进行创新性应用，或阐释了对实

践的指导意义。 

学术规范 

 
行文规范 

行文流畅，文字表达、书写格式、图表（图纸）、公式符号、

缩略词等方面符合通行学术规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议要素 

引用规范 
在资料引证、参考文献等方面符合通行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相

关规定。 

答辩表现  
答辩表现自信，有较好的精神风貌，回答问题有理有据，概念

清楚，回答准确。 

（2）良好（80-89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议要素 

选题意义 

 

选题目的 符合专业培养目标，体现一定的综合训练基本要求。 

研究意义 
面向所在专业领域学术问题或行业社会实际问题，有一定的理

论或实用价值。 

写作安排 

 

文献调研 
综合分析国内外文献，追踪本领域研究现状或行业动态，能一

定的支撑该论文的选题。 

进度安排 
时间进度安排合理，工作量适当，写作形式符合专业特点和选

题需要。 

逻辑构建 

 

层次体系 体系较为完整，层次较为分明，能一定的突出重点。 

逻辑结构 
论点较为鲜明，论据确凿，论证比较充分，达到所在专业领域

要求。 

专业能力 

 

综合应用 

知识能力 

将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一定的应用到研究过程，能

适当体现所在专业领域的能力和素养。 

分析解决 

问题能力 

研究方法比较合理，论证分析较为严谨，数据记录较为规范，

能体现一定的分析解决本专业领域问题的能力和素养。 

创新能力 
比较能阐明新观点，或将经典理论作一定的创新性应用，或一

定的阐释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学术规范 

 

行文规范 
文字表达、书写格式、图表（图纸）、公式符号、缩略词等方

面符合通行学术规范，规范性错误较少。 

引用规范 
在资料引证、参考文献等方面符合通行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相

关规定，规范性错误较少。 

答辩表现  答辩表现自信，能完整回答问题，概念清楚，回答比较正确 

（3）及格（70-79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议要素 

选题意义 

 

选题目的 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尚能体现综合训练基本要求。 

研究意义 
面向所在专业领域学术问题或行业社会实际问题，论文的理论

或实用价值一般。 

写作安排 

 
文献调研 

分析国内外文献，追踪本领域研究现状或行业动态，尚能支撑

该论文的选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议要素 

进度安排 
时间进度安排尚为合理，工作量一般，写作形式尚能符合专业

特点和选题需要。 

逻辑构建 

 

层次体系 体系完整性一般，层次尚为分明，尚能突出重点。 

逻辑结构 
尚能阐明论点，论据完整性一般，论证充分性一般，尚能达到

所在专业领域要求。 

专业能力 

 

综合应用 

知识能力 

尚能将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应用到研究过程，体现

所在专业领域的能力和素养。 

分析解决 

问题能力 

研究方法合理性一般，论证分析一般，数据记录规范性一般，

尚能体现分析解决本专业领域问题的能力和素养。 

创新能力 
尚能阐明新观点，或将经典理论作一定的创新性应用，或阐释

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学术规范 

 

行文规范 
文字表达、书写格式、图表（图纸）、公式符号、缩略词等方

面符合通行学术规范，无重大错误。 

引用规范 
在资料引证、参考文献等方面符合通行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相

关规定，无重大错误。 

答辩表现  顺利回答问题，回答基本正确 

及格（60-69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议要素 

选题意义 

 

选题目的 符合专业培养目标，但题目不聚焦或选题过大，需修改。 

研究意义 
面向所在专业领域学术问题或行业社会实际问题，未能提炼出

论文的理论或实用价值，经过修改可以达到要求。 

写作安排 

 

文献调研 
国内外文献探讨不够，追踪本领域研究现状或行业动态尚不能

支撑该论文的整体设计，经过修改可以达到要求。 

进度安排 
时间进度安排尚为合理，但工作量不足，写作形式尚能符合专

业特点和选题需要。 

逻辑构建 

 

层次体系 体系完整性一般，层次尚为分明，尚能突出重点。 

逻辑结构 
内容框架逻辑性不足，论证充分性一般，基本能达到所在专业

领域要求。 

专业能力 

 

综合应用 

知识能力 

尚能将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应用到研究过程，体现

所在专业领域的能力和素养。 

分析解决 

问题能力 

研究方法合理性一般，论证分析一般，数据记录规范性一般，

尚能体现分析解决本专业领域问题的能力和素养。 

创新能力 阐明新观点或创新性应用不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议要素 

学术规范 

 

行文规范 
文字表达、书写格式、图表（图纸）、公式符号、缩略词等方

面有明显不足，经过修改可以达到规范要求。 

引用规范 
在资料引证、参考文献等方面符合通行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相

关规定有明显不足，经过修改可以达到规范要求。 

答辩表现  可以回答问题，回答基本正确 

（4）不及格（59分及以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议要素 

选题意义 

选题目的 不符合专业培养目标，无法体现综合训练基本要求。 

研究意义 
对所在专业领域学术问题或行业社会实际问题，没有理论或实

用价值。 

写作安排 

文献调研 
未完整分析国内外文献，未追踪本领域研究现状或行业动态，

无法支撑该论文的选题。 

进度安排 
时间进度安排不合理，工作量严重不足，写作形式不符合专业

特点和选题需要。 

逻辑构建 

层次体系 体系缺乏完整性，层次不分明，无法突出重点。 

逻辑结构 
论点不鲜明，论据缺乏完整性，论证不充分，无法达到所在专

业领域要求。 

专业能力 

综合应用 

知识能力 

无法将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应用到研究过程，无法

体现所在专业领域的能力和素养。 

分析解决 

问题能力 

研究方法缺乏合理性，论证分析不严谨，数据记录不规范，无

法体现分析解决本专业领域问题的能力和素养。 

创新能力 
未阐明新观点，或未将经典理论作一定的创新性应用，或未阐

释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学术规范 

行文规范 
文字表达、书写格式、图表（图纸）、公式符号、缩略词等方

面不符合通行学术规范。 

引用规范 
在资料引证、参考文献等方面不符合通行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

相关规定。 

答辩表现  不能回答基本问题，知识性错误多 

 

（三）参加第二次答辩的学生，答辩成绩不超过 79分。 

（四）学院鼓励学生创新。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中勇于提出独立见解的，应受到鼓

励，即使与教师的意见不一致，只要言之有理，也应当给予肯定。对有价值的成果可以进行

推广，推荐发表，也可以编成毕业论文（设计）集。 

（五）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为不及格的不能获得相应的学分。 



（六）学生对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若有异议，可在成绩公布一周内，向国际商务学院

学术委员会提请申诉。学生需要提交答辩 PPT、答辩毕业论文（设计），相似度检测报告，

并填写“国际商务学院学位论文复议申诉表”。国际商务学院学术委员会在收到学生申诉一

周内召开毕业论文（设计）申诉会评，并将会评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 

 

六、材料提交等其它事项 

（一）学生通过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后需在规定时间内在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大学生毕业设

计（论文）管理系统提交毕业论文（设计）最终版，进行查重，并由指导教师进行审核。审

核通过后方可打印。 

（二）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将毕业论文（设计）终稿（装订版，需手动签名）、工作任务书、

工作进度表、查重报告（详细版）提交给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导师检查后交由国际商务专业

毕业论文工作小组的教师。 

（三）成绩为修改后通过（60-69分）的学生，需根据答辩小组的意见，在答辩后一周内将

修改后的毕业论文（设计）再次提交到答辩小组处审查，通过后方能执行第 1 条和第 2 条；

未在给定时间内提交修改版或修改版本仍未达到答辩小组要求者，视同不合格。 

（四）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在大学生毕业设计管理系统中提交毕业论文（设计）相关信息。 

（五）如本规定内容与上级有关政策或规定内容不一致，以上级最新政策或规定为准。 

（六）本规定的解释权归国际商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