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建云：关注职业院校教学诊改工作④

培育“8 字螺旋” 夯实诊改基础

“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示意图

“三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质量保证是质量管理追求的理想境界，

其核心是使每个人都成为质量保证的责任主体。《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

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中也提出：“以诊断与改进为手段，促使高

职院校在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不同层面建立起完整且相对独立的自我

质量保证机制。”而激活这种机制的载体和流程便是培育“8 字形质量改进螺旋”

（简称“8 字螺旋”）。

正确认识“8 字螺旋”

爱德华·戴明博士于上世纪中叶提出的“戴明循环（PDCA 循环）”，即“计

划（PLAN）—执行（DO）—检测（CHECK）—改进（ACTION）”循环，体

现了以人为本、数据说话、持续改进等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为“三全”质量管

理指出了可行的途径。由于当时缺乏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人们对检测（诊断）

和改进的期望不高、反应不快、联动不足，“全员”“全过程”落地困难。进入

知识经济时代，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习力和创造力的培养与提升上，提倡“前



台+后台”的工作方式。虽然流程类似于“戴明循环”，但诊断与改进的目的发

生了质的变化，即实现知识的创新。进入本世纪，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

的深度应用，建立兼顾“动静两态”的“8 字螺旋”，实现“三全”质量保证成

为可能。

“8 字螺旋”由静态和动态两个螺旋叠加而成（如图）。所谓静螺旋指的是

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目标—标准—计划—组织—实施—诊断—激励—学习—

创新—改进。其中，诊断与改进在实施完成后进行，而主体因诊断、激励产生学

习动力和创新活力，引发知识创新，形成自“目标”开始的、比较全面和深刻的

改进方案。所谓动螺旋指的是在质量生成过程中，根据实时监测到的数据，及时

发出预警和即时跟进调控、改进的过程，一般不涉及目标、标准的调整。两个螺

旋相交于“计划—组织—实施”环节，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互联互

动、缺一不可。此外，尽管两个螺旋都处于持续运动的状态，但相对而言，动螺

旋的运转速度明显快于静螺旋，所以分别简称为“动螺旋”与“静螺旋”。

和戴明博士提出的“PDCA 循环”相比，“8 字螺旋”既重视对“完成时”诊改，

也重视对“进行时”诊改。其中，“完成时”诊改旨在引发知识创新，“进行时”

诊改旨在实现实时调控，须借力于网络信息技术。

积极培育“8 字螺旋”

培育“8 字螺旋”涉及每位师生员工，事关工作（学习）方式、流程、形态

的深刻变化，需要有个认识理解的过程。因此，在培育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好

以下问题：

一是找准起点。切莫把“评估指标”当成螺旋起点，把“诊断改进”变成项

目，迷失了自我的责任。



二是落实主体。一个螺旋自始至终只能是一个主体，不能中途“换人”，或

者“越俎代庖”。

三是聚焦过程。高职院校有两轮评估的积累，又有状态数据采集平台的支撑，

建立静螺旋难度相对较小。但是，因受评估思维定式的影响，学校会习惯于将关

注的重点集中于结果而不是过程上，建立动螺旋的难度相对较大。实践表明，诊

改工作启动以来，学校“重静（螺旋）轻动（螺旋）”的情况十分普遍。为此，

有必要突出强调，自觉进行的诊改不同于他方组织的评估，在明确了目标和标准

之后，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到对过程的监测调控上。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预期的成

效，而不是被动地等候“宣判”，碌碌于亡羊补牢式的整改。

四是优化技术。动螺旋能否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大小，立足于采集数据的

数量、维度、完备性（比如，除了文字之外，还应包括声、像、图、表、行为、

活动等）；有赖于数据采集的原始性、实时性、准确性；取决于做出分析、判断、

警示、指示的即时性、有效性。因此，理清智能化校园建设思路，加快过程数据

的采集与信息挖掘，加大实时监测、预警、决策等技术的研发应用是当务之急。

五是营造动力。“8 字螺旋”的根本意义在于营造教学工作“持续良性运行、上

下左右联动、自觉改进提升”的动力机制，其关键在于“诊断”与“激励”两个

环节。其中，诊断的作用是准确定位、汲取经验、发现问题、寻找关联；激励的

目的则是以诊断结果为主要依据，奖励先进、惩戒落后，从而产生正、负激励作

用，激发主体学习、创新的内生动力。此外，与传统的考核相比，诊断强调的是

“自我”，激励的主要依据来自“自我诊断”。同时，诊断强调的是“数据说话”，

而且“说话”的数据主要来自常态化采集的过程数据，倚重的是动态轨迹，而不

是静态截屏。放眼国际国内一些称得上实现了现代管理的院校，考核早已升级换



代——在移动互联网的平台上，做到立足自我、常态动态、公开公正、简捷易

行。

认真践行“8 字螺旋”

现代质量观认为，质量是指产品、服务或工作对需求方的满足程度。“8 字

螺旋”正是以自主设定的目标为起点，“迫使”主体主动查证服务对象、摸清实

际需求、定制质量标准、致力持续改进、追求零缺陷育人，有利于各层面主体自

觉树立现代质量观。

当今时代，学习力和创造力已经成为核心竞争力，而通过建立大大小小的“8

字螺旋”，既能激发自我诊改的内生动力，又能联动产生新的动能，使学习、创

新成为自身需要、自发行为，使得组织和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同步得到提高。

一个时代的到来必然呼唤组织形态的变革。对照彼得·圣吉关于学习型组织提出

的“五项修炼”，不难发现，“8 字螺旋”的核心内涵与之高度契合：目标明确

——共同愿景凝聚人心；系统思考——整体协同深邃全面；团体学习——交融

联动成果共享；改善心智——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超越——持续创新持续

改进。一些试点校的初步诊改成果证明，“8 字螺旋”实质性推进了学习型组织

的建设。

质量管理实践告诉我们：“三全”之中，最难做到的是“全员”。然而，“全

员”不落实，后两个“全”也很难落到实处。“8 字螺旋”的设计对象是各个层

面、各个岗位和每个师生员工，所以，在培育“8 字螺旋”的过程中，质量保证

的责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每个人的身上。每一层面、每一岗位上的人都负起责

任、成为主人、参与过程，也就实现了“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保证。因此，

唯有在“全员”上出实招、下狠劲，才能真正实现“三全”。



总之，虽然对于如何建好、用好“8 字螺旋”，没有统一的方法和唯一的路径，

但说到底，衡量诊改是否成功的最终依据是师生、用人单位和社会各方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这才是诊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