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毕业论文的答辩稿(大全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毕业论文的答辩稿篇一

我当时之所以选择《我国汽车出口贸易现状及对策分析》这
个题目是因为近几年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的汽车出
口贸易进入了一个市场规模、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详细内容
请看下文。

中国汽车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世界对中国汽车业的
关注。中国的自主品牌已成为国际汽车市场上一股不可忽视
的力量。全面融入世界汽车工业体系的时代，中国现已成为
具备完整的汽车工业生产体系的生产大国，汽车产品出口方
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呈现出自主品牌出口占主导地位的新
特点。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汽车产品出口形势不容乐
观，缺乏规模经济、产品科技含量低、售后服务体系不健全
等问题仍然存在，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制定
中国汽车出口的长远发展策略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
中国目前汽车出口的现状，根据汽车出口贸易的总额和特点，
研究分析当前中国汽车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
措施，有利于中国汽车出口贸易向一个良性的趋势发展，有
利于中国对外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塑造我国对外
的一个更好的形象。

我的论文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海关总署汽车出口贸易总额的数据，分析近几



年来汽车出口贸易的特点及其出口优势。近几年来，我国汽
车出口贸易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汽车产品及整车出口加速;自
主品牌汽车成为出口主力;出口市场多元化态势;出口规模加
大、向发达国家延伸;我国汽车出口贸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分别是：后发优势、低成本优势、企业产品出口意
识不不断的增强。

第二部分找出了汽车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综合各种
贸易总额数据和各种文献以及自己的思考，我认为中国汽车
出口贸易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缺乏规模经济;缺乏
自主品牌;服务体系不健全。

第三部分是基于问题提出的对策分析，主要从政府和企业两
个层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分析。

毕业论文的答辩稿篇二

各位老师，上午好!

我叫……，是……级……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

论文是在……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我的导
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
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三年来我有机会聆听教诲的各位老师
表示由衷的敬意。

下面我将本论文设计的目的和主要内容向各位老师作一汇报，
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个毕业论文设计的目的及意义。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文分成……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

这部分主要论述……

第二部分是……。

这部分分析……

第三部分是……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和系统存在的不足。

这篇论文的写作以及修改的过程，也是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
知识与经验缺乏的过程。

虽然，我尽可能地收集材料，竭尽所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进行论文写作，但论文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改进。

请各位评委老师多批评指正，让我在今后的学习中学到更多。

谢谢!

最重要的是大方得体

当然态度的背后,是你要自信,无论知识还是答辩前的准备

首先,向老师,同学问好.自我介绍:哪个专业哪个班

再介绍自己的题目,选题的原因,收集资料的来源,所费时间

再介绍自己的框架,分几部分论述

再具体介绍每部分内容......



毕业论文的答辩稿篇三

我叫×××，本次论文指导老师是×××老师，我选的毕业
论文题目是《提升浙江省出口优势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对策研
究》，下面我先汇报一下自己选择这篇论文的动机以及论文
选题背景、基本写作思路、理论与实践意义。

先来陈述一下我的写作动机。我来自台州，在没写这篇论文
之前我仅知道台州各地存在生产相同产品的特色乡镇，比较
熟悉的有临海的太平洋彩灯城、台州的的服装机械、玉环的
阀门等等，根据2017年底的统计数据，其中阀门水泵占全国
出口的60%以上，缝纫机和电动裁剪机在国际上占有70%的市
场份额等等。而浙江，众所周知是一个贸易大省，我想出口
与产业集群应该有醒目的联系，所以，我就选择了《提升浙
江省出口优势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对策研究》，一方面是希望
通过这篇论文能让自己更加清楚的了解浙江省出口优势产业
集群的分布、现状及国际竞争力，二则因为自己属于国贸专
业，也希望以后能从我省的优势产业集群中挖掘更多的商机，
为自己的未来作些理论的铺垫。

其次，我要陈述的是本篇论文的主要论点及结构。虽然这篇
论文的选题有点长，但我觉得中心还是应该扣在最后的几个
字上，即“集群竞争力的对策分析”。 所谓“产业集群”，
是指在某一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在一定区域内大量集聚，形成
了竞争优势的经济群落。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慈在论坛中指出，
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关键是发展富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力避产
业集群的同质性的重复建设。因此，我的论文从浙江省出口
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和主要特点着手，力求寻找到我省
出口优势产业集群具有优势的软硬件基础。我总结出来的几
点是规模喜人、产业结构合理、产品分工细致、出口竞争优
势显著等。

在论证浙江省出口优势产业集群竞争力及其竞争优势的时候，



我主要分析浙江省产业集群的几个关系，比如企业集聚与生
产效率、国际竞争力的关系，集群竞争力与竞争压力、创新
能力的关系，“区位品牌”与集群竞争力的联系等。而出口
优势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也常规的从国家层面、集群
层面、企业层面“先大角度再小口径”地分析。

这篇论文对浙江省出口优势产业集群竞争力指标分析也主要
集中在第三部分，这也是我对策研究的理论根据。其中包括
集群占浙江省近几年六成左右的主要经济指标----浙江
省03~2017年的进出口额，浙江省出口优势产业集群中主要企
业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例举温州民营中小企业对海外市场
进入方式偏好，而竞争力指标也主要围绕贸易竞争力指标(tc
指数)，出口分散度等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提出浙江省出口优
势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制约因素。这些都是浙江省出口优势产
业集群竞争力的对策提出的基础。

论文的重心也是通过以上的分析来给出提升浙江省出口优势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对策。我借鉴了大学经济类科目的主要归
纳方法，分别从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三个角度来提出相应
的对策。也可以说是宏观与微观对策的双重分析来应答如何
提升浙江省出口优势产业集群竞争力。

在写完这份毕业论文答辩陈述词的时候，自己感觉条理上还
不是很严谨，出现了一些观点的重复，对一些具体数据的收
集还有许多不足，使得这篇论文在对浙江省出口优势产业集
群竞争力的的思考还停留在比较粗浅的层面，不论在理论方
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
地探索。但也因为通过写这篇论文使我对浙江的出口优势产
业集群的分布、产业集群状况及出口总体概况有了大致的了
解，大学本专业所学的部分知识也重新被认识与肯定，因此
也可以说一篇论文使我受益匪浅。



毕业论文的答辩稿篇四

（一）答辩步骤

1、在毕业论文答辩时，答辩老师首先要求你简要叙述你的毕
业论文的内容。叙述中要表述清楚你写这篇论文的构思（提
纲），论点、论据，论述方式（方法）。一般约5分钟左右。
答辩老师通过你的叙述，了解你对所写论文的思考过程，考
察你的分析和综合归纳能力。

（二）注意问题

1、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

2、研究这个课题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3、全文的基本框架、基本结构是如何安排的？

4、全文的各部分之间逻辑关系如何？

6、论文虽未论及，但与其较密切相关的问题还有哪些？

7、还有哪些问题自己还没有搞清楚，在论文中论述得不够透
彻？

8、写作论文时立论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对以上问题应仔细想一想，必要时要用笔记整理出来，写成
发言提纲，在答辩时用。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临阵不慌。

二、答辩技巧

能占用过多时间，一般以十分钟为限。所谓“削繁去冗留清
被，画到无时是熟时”，就是说，尽量做到词约旨丰，一语



中的。要突出重点，把自己的最大收获、最深体会、最精华
与最富特色的部分表述出来。这里要注意一忌主题不明；二
忌内容空泛，东拉西扯；三忌平平淡淡，没有重点。

在答辩时，学生要注意仪态与风度，这是进入人们感受渠道
的第一信号。如果答辩者能在最初的两分种内以良好的仪态
和风度体现出良好的形象，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听取教师提问时所要掌握的技巧要领是：

沉着冷静，边听边记

精神集中，认真思考

既要自信，又要虚心

实事求是，绝不勉强

听准听清，听懂听明

在回答问题时所要掌握的.技巧是构思时要求每个问题所要答的
“中心”“症结”“关健”在哪里？从哪一个角度去回答问
题最好？应举什么例子来证明？回答问题的内容实质上是一
段有组织的“口头作文”。这就要：

一、文章应有论点、论据。

二、有开头主体与结尾。

三、有条理、有层次。

四、应用词确当，语言流畅。

五、应口齿清楚、语速适度。



开头要简洁：单刀直入，是最好的开头，开门见山地表述观
点，在答辩中是最好的办法。主体部份的表述可条分缕析，
即把所要回答的内容逐条归纳分析，实际上是对自己掌握的
材料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做整理。这样的表述就不会流于
表面，而能深入本质。条分缕析可以把自己掌握的一些实际
例子合并，整理成若干条目，列成几个小标题：分成几点，
一点一点，一条一条地说出。满碗的饭必须一口一口吃，满
肚子的道理也必须一条一条讲出来，环环相扣，条条相连，
令人听完后有清楚的印象。假如在准备的时候已经准备了一
个较完整的提纲，那么沿着回答问题的主线，再穿上一些玉珠
（举例子）就可以做到中心明确，条理清楚，有理有例了。

作为将要参加论文答辩同学，首先而且必须对自己所著的毕
业论文内容有比较深刻理解和比较全面的熟悉。这是为回答
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就有关毕业论文的深度及相关知识
面而可能提出的论文答辩问题所做的准备。所谓“深刻的理
解”是对毕业论文有横向的把握。例如题为《创建名牌产品
发展民族产业》的论文，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可能会问“民
族品牌”与“名牌”有何关系。尽管毕业论文中未必涉
及“民族品牌”，但参加论文答辩的学生必须对自己的毕业
论文有“比较全面的熟悉”和“比较深刻的理解”，否则，
就会出现尴尬局面。

毕业论文答辩ppt范文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毕业论文的答辩稿篇五

答辩程序

第一、毕业生必须在论文答辩会举行之前半个月，将经过指
导老师审定并签署过意见的毕业论文一式三份连同提纲、草
稿等交给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的主答辩老师在仔细研读
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拟出要提问的问题，然后举行答辩会。

第二、在答辩会上，先让毕业生用15分钟左右的时间概述论
文的标题以及选择该论题的原因，较详细地介绍论文的主要
论点、论据和写作体会。

第三、主答辩老师提问。

主答辩老师一般提三个问题。

老师提问完后，有的学校规定，可以让学生独立准备15—20
分钟后，再来当场回答，而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则规定，主答
辩老师提出问题后，要求毕业生当场立即做出回答(没有准备
时间)，随问随答。

可以是对话式的'，也可以是主答辩老师一次性提出三个问题，
毕业生在听清楚记下来后，按顺序逐一做出回答。

根据毕业生回答的具体情况，主答辩老师和其他答辩老师随
时可以有适当的插问。

第四、毕业生逐一回答完所有问题后退场，答辩委员会集体



根据论文质量和答辩情况，商定通过还是不通过，并拟定成
绩和评语。

第五、召回毕业生，由主答辩老师当面向毕业生就论文和答
辩过程中的情况加以小结，肯定其优点和长处，指出其错误
或不足之处，并加以必要的补充和指点，同时当面向毕业生
宣布通过或不通过。

至于论文的成绩，一般不当场宣布。

大多学院规定，对答辩不能通过的毕业生，提出修改意见，
允许毕业生待半年后另行答辩。

毕业论文的答辩稿篇六

【1】毕业论文答辩是一种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鉴定
的比较正规的审查论文的重要形式。为了搞好毕业论文答辩，
在举行答辩会前，校方、答辩委员会、答辩者(撰写毕业论文
的作者)三方都要作好充分的准备。论文答辩的目的，对于组
织者——校方，和答辩者——论文作者是不同的。

校方组织论文答辩的目的简单说是为了进一步审查论文，即
进一步考查和验证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论述到的论题的认识
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进一步考察论文作者对专业知识
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审查论文是否由学员自己独立完成等情况。

答辩程序

第一、毕业生必须在论文答辩会举行之前半个月，将经过指
导老师审定并签署过意见的毕业论文一式三份连同提纲、草
稿等交给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的主答辩老师在仔细研读
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拟出要提问的问题，然后举行答辩会。

第二、在答辩会上，先让毕业生用15分钟左右的时间概述论



文的标题以及选择该论题的原因，较详细地介绍论文的主要
论点、论据和写作体会。

第三、主答辩老师提问。

主答辩老师一般提三个问题。

老师提问完后，有的学校规定，可以让学生独立准备15—20
分钟后，再来当场回答，而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则规定，主答
辩老师提出问题后，要求毕业生当场立即做出回答(没有准备
时间)，随问随答。

可以是对话式的，也可以是主答辩老师一次性提出三个问题，
毕业生在听清楚记下来后，按顺序逐一做出回答。

根据毕业生回答的具体情况，主答辩老师和其他答辩老师随
时可以有适当的插问。

第四、毕业生逐一回答完所有问题后退场，答辩委员会集体
根据论文质量和答辩情况，商定通过还是不通过，并拟定成
绩和评语。

第五、召回毕业生，由主答辩老师当面向毕业生就论文和答
辩过程中的情况加以小结，肯定其优点和长处，指出其错误
或不足之处，并加以必要的补充和指点，同时当面向毕业生
宣布通过或不通过。

至于论文的成绩，一般不当场宣布。

大多学院规定，对答辩不能通过的毕业生，提出修改意见，
允许毕业生待半年后另行答辩。



毕业论文的答辩稿篇七

1、选题要“准”：不大、不小，不空、不涩。太大，掮不
动;太小，使不上劲。题“空泛”了，容易“为写而写”;题太
“涩”，很难一气呵成。所谓“论题选得好，即成功了一
半”，即是此意。

2、举“纲”张“目”，顺“理”成“章”。写论文，“间
架”第一。“纲”即总论点;“目”即分论点。大、小“论
点”都张开了，“间架”即成;然后，顺“理”(论点)而
论(分析、论证)，自然成“章”(段或部分)。刘勰说：“论
如斫薪，贵能破理。”斫薪是劈柴，破“理”是顺着事物内
在纹理去劈，这说得是很对的。

3、论文写作，惟“新”是求。可以说，“新”是一切学术论
文的生命!“新”，就是说自己的话，讲自己的“发现”;发
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有创造、有新意，其文则“生”;无
创造、无新意，其文必“亡”。所谓“一招鲜，吃遍天”，
既是此理。

4、新和“独特”有关。所谓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
人转我弃--重新开辟新天地!以“论文”而论，“新”亦有多
种：“通说”的否定;“前说”的补充;“异说”的辨证;“成
说”的质疑;发现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填补研究“空
白”;论述有新“角度”;研究有新“方法”等等。这正是：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文不在长，
有“新”则“行”!

5、会“比较”，凸“个性”。比较是认识事物最基本的方法。
一般说，事物的“特点”或“个性”(如某一作家、作品)，
其实就是通过“纵”的(历时行)和“横”的(共时性)比较当
中分析得出来的。所谓“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
器”，说的亦正是此意。多比较，善分析，大益。写论文尤



其如此。

6、要学会查找、使用各种工具书。要尽可能地引用第一手资
料。论文“参考文献”要全面标出，除表明笔者治学严谨外，
也是对前人劳动成果的尊重。论文“注释”要准确、完整、
规范(毕业论文的注释最好用尾注)。

7、论文格式。题目(一般在20个汉字以内，可有一副题);作
者;提要(为中文内容提要，200字左右，文字要概括，力避主
观评论和价值判断，一般还须译成英文);关键词(一般为3-7
个，中间以“;”隔开);正文(包括分节等);参考文献;注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