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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法在纺织工程毕业设计 

教学环节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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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将 PDCA循环法引入纺织工程专业的毕业设计教学环节 中，探索提高纺织工程毕业设计教学 

质量，以达到有效提高高校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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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PDCA circulation method in the textile 

engineering graduation design teaching link 

TANG Li—min，LOU Li—qin，BAI Zhong—xi 

(Department of Textile Engineering，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 3 120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PDCA circulation method of the graduation design teaching link in textile engineer— 

ing，and explores how to improve textile engineering graduation design teaching quality，in order to improve universi· 

ty，s teaching quality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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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毕业设计是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一项 

最根本、最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大学生 4年学习过 

程中最后的一个综合性的实践性环节，是进一步巩 

固、加深、扩大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充实工程经 

济知识，获得工程实训经验的最好环节；是训练和 

检验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解决工程技术问 

题能力的必要环节；是培养严谨、科学的科研方法 

和创新精神的主要环节。这个环节的实施质量对学 

生整体素质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 

纺织产品的设计开发是纺织工程专业毕业设计 

中最主要的课题之一，我们运用 PDCA循环法在此 

类课题的毕业设计教学环节中进行了实践，探索提 

高纺织工程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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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DCA的原理特点 

1．1 PDCA的原理 

“PDCA”是英语中 plan(计划)——do(实 

施)——check(检查 )——action(措施)的缩 

写 J。是休哈特 (WaherShewhart)在 19世纪 30 

年代首先提出构想，随后被戴明 (Edwards De— 

ming)采纳、宣传并获得普及，常被称为 “休哈 

特环”或者 “戴明环”，是质量管理的基本工作 

方法。 

PDCA循环法是把所要做的工作分解成作出计 

划 (P)，实施计划 (D)，检验实施过程和效果 

(c)，采取适当措施弥补或下一次改进 (A)，这 

样4个合乎逻辑、非常有效的持续循环过程。每经 

历一次循环，使过程的目标业绩持续提高，质量管 

理就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质量管理不断取得新 

成果 。 

1．2 PDCA循环法的特点 

PDCA循环法有以下 3个特点：每个循环由4 

个阶段组成；每个阶段还可有小的PDCA循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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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前进呈阶梯上升趋势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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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DCA循环原理示意图 

2 PDCA在纺织工程专业毕业设计中的具 

体应用 

PDCA循环作为一种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引入 

到高校纺织工程专业毕业设计中，对提高毕业设计 

质量是非常有益的。现以纺织工程专业毕业设计中 

的纺织品设计开发的毕业课题为例子，来说明毕业 

设计中PDCA循环法的应用。 

在纺织品设计开发的毕业课题中，有大量的设 

计、实验、修改、再实验的反复过程，应用 PDCA 

循环方法，关键是把毕业设计工作按 PDCA循环原 

理科学合理地分解成以下4个过程 j：毕业设计教 

师出题及学生选题——计划 (P)，毕业设计 (论 

文)执行过程——实施 (D)，毕业设计中期自查、 

学校抽检及末期预答辩 J——检查 (c)，毕业设 

计 (论文)修改完善——措施 (A)，而且每个环 

节内部又可以形成次级 PDCA循环，还可是多个循 

序的PDCA循环。具体见流程框图2。 

2．1 毕业设计题目—— (P) 

俗话说：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一个 

好的毕业设计题目是优秀毕业设计产生的前提，因 

此，抓好毕业设计出题质量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在 

纺织专业毕业设计出题的教学环节中，运用了一个 

次级 PDCA循 环：毕业设计 出题计划 (要求 ) 

P——专业教师出毕业设计题 目D——教研室组织 

专业教师讨论审核 C——出题教师修改完善 A。在 

这个 PDCA循环中，不论是教研室对出题计划、要 

求和审核，还是专业教师出题依据和思路，都紧紧 

围绕两个字 “真”和 “实”——题 目是真题，内 

容要实在。纺织品设计题 目可从老师手头的从横向 

课题内容、校企合作研究项目及当地纺织企业在研 

的产品工艺或生产技术等方面人手组题，题目设计 

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有理论有实 

践，突出应用性和创新性。在这个 PDCA循环过程 

中教研室的组织牵头是工作关键。如果要使毕业设 

计题 目质量高，教研室还可以组织 2—3轮 PDCA 

循环。 

2．2 毕业设计实施—— (D) 

此环节是 PDCA循环中的重中之重。纺织工程 

产品设计毕业课题一般可以 4个次级循序前进的 

PDCA循环。首先，从下达任务书到指导学生写出 

高质量的开题报告，进行第一级 PDCA循环；其 

次，引导学生 自主制定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到具体 

产品实施工艺方案为二级 PDCA循环；第三，适时 

指导学生正确操作实验设施，进行实验测试、数据 

分析、效果评价，完成产品设计开发，为三级 PD— 

CA循环；第四，学生汇总所有资料和理请设计思 

路，撰写毕业论文，是第四级 PDCA循环。如果要 

使设计产品质量高，每一级 PDCA循环还可以进行 

多轮循环。 

2．3 毕业设计预答辩—— (C) 

此环节是控制毕业设计质量的主要环节。教研 

室组织相关专业教师背靠背进行预审核、预答辩， 

严格审核毕业设计 (论文)，尽可能找出存在的重 

大问题或缺陷。此环节不仅可以对毕业设计 (论 

文)的质量进行把关，防止学生抄袭、造假等， 

同时也考量和督促指导教师投入精力，及时指导学 

生。由于毕业阶段时间关系，一般此环节只进行一 

轮 PDCA循环。 

2．4 预答辩后的修改、补救和充实—— (A) 

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进行修改补充、调整或局部 

重做，可以进行多轮 PDCA循环。本环节是最后保 

证和提高毕业设计 (论文)质量的必要环节。 

2．5 三级质量监控和反馈机制助推毕业设计 PD- 

CA循环循序向上 

在毕业设计 PDCA工作循环的前、中、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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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PDCA在纺织毕业设计环节中的循环示意图 

中。系教研室、院教研科、校教务处三级质量监控 

和反馈机制推动 PDCA循环循序向上。第一级是系 

教研室对整个毕业设计的前、中、后进行 自查，一 

般包括 P、D、C、A每个工作阶段 (有时也可按 

毕业设计进程时间)，组织指导教师 自查和教研室 

检查。由于教研室主要成员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 

老师学生又比较熟悉，难免会监控不力，因此需要 

不断提高觉悟；第二级是二级学院的教研科的前、 

中、后进度和质量规范要求的检查，包括检查指导 

教师指导工作Et志、各阶段纸质材料归档审核、学 

生毕业设计进度的现场抽查等；第三级是学校教务 

处毕业设计工作领导小组与教学督导组对全校各学 

院各专业的逐一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并组织最终的 

毕业设计 (论文)到省内相关专业学科的主要高 

校进行送审评估及接受省教育厅毕业设计抽检，把 

检查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院系进行防范、改正和提 

高，制定相关的措施和制度 J。在有力的三级质 

量监控和反馈机制作用下，有效推动PDCA循环一 

轮一轮地循序 向上，不断提高和保障毕业设计 

(论文)的质量。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lw23.com  论文网 论文大全



唐立敏，等：PDCA循环法在纺织工程毕业设计教学环节中的实践 153 

3 结束语 

在2007届纺织专业毕业设计教学环节中，通 

过对纺织品开发设计类的毕业课题应用 PDCA循环 

方法进行指导管理，在毕业答辩时，校内外专家普 

遍评价本批毕业设计质量 比以往的好。经过本次 

PDCA循环法在毕业设计教学环节中的实践探索， 

有以下 3点体会。 

(1)理解掌握 PDCA循环法的核心精神是正确 

应用的前提。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和学生只有对 PD． 

CA循环方法进行深入了解，领悟透彻后才能有效 

应用，切忌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地生搬硬套 。 

(2)科学运用 PDCA循环法的关键是不教条。 

PDCA循环方法具体运用中没有固定模式，执行中 

按PDCA方法的核心精神具体分解毕业设计课题的 

工作任务，循环可大可小 ，可长可短，环中套环， 

尤其是要结合毕业设计的课题内容、实施环境、资 

源条件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地运用 PDCA循环法。 

(3)广泛推广 PDCA循环法可全面提高毕业设 

计教学质量。由于 PDCA循环是全面质量管理的最 

基本行动模型，而教学活动过程与 PDCA循环过程 

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在教学活动中采用 PDCA 

循环有助于改善教与学的质量 J，尤其是工科毕 

业设计中有许多设计、实验或测试方案等，运用 

PDCA方法可以提高设计、实验或测试方案等的效 

率和质量。 

总之，在毕业设计教学环节中应用 PDCA循环 

法是提高毕业设计质量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实现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教育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 

观，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教学质量的战略部署的有 

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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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下载区中，并通知用户，用户根据 自己的注册 

信息和系统提供的下载权限下载自己的资料。模块 

提供资料定制表单管理、下载资源管理、用户下载 

权限管理、自动通知用户下载等功能。 

4．6 磁带管理模块 

磁带库存管理模块对音像资料磁带进行库存管 

理，包括音像资料磁带的入库、出库、销毁，以及 

相关的借阅、领用、归还、销毁等功能。磁带登记 

入库完成磁带物理信息登记 ，库存磁带要定期、轮 

流检查和倒带提醒功能。磁带出库完成磁带丢失的 

审批及处理，磁带报废的审批及处理等功能。磁带 

借出完成磁带借出登记、审核及处理、超出自动告 

知，提供节 目的借阅禁止功能，提供续借功能。磁 

带归还提供磁带归还登记，提供报表打印和电邮功 

能。磁带催还包括自动 email催还等功能。 

5 结束语 

音像资料管理系统的成功应用 ，规范了磁带音 

像资料的管理流程、提高了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 

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同时该系统还为教师提供 

了检索、浏览、资源定制等功能，为教师在教学中 

应用视频教学资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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