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洪志：关注职业院校教学诊改工作③

高职教学诊改应重点做好三件事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中提出，高职院校诊改的

具体任务是完善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提升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

和“树立现代质量文化”。笔者以本校诊改试点工作为例，围绕以上三项任务介

绍本校的实践探索，希望对同行院校开展诊改工作有所启发。

构建“五纵五横”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建立“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5个层面与各管理系统间的质量依存关系，

形成全要素、网络化、具有较强预警功能和激励作用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是开

展诊断与改进工作的前提。

一是完善组织体系，厘清职责，明晰不同层级主体责任。学校建立质量保证

委员会全面协调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诊改运行工作，质量管理办公室负责质量保

证体系设计与考核诊断，二级教学单位是质量生成核心，在专业、课程、教师和

学生层面组织诊改运行，行政职能部门提供支持与保障。同时，以优化内部资源

配置为导向，梳理学校各单位在决策指挥、质量生成、资源建设、支持服务、监

督控制等纵向 5个系统中的角色定位，形成机构健全、权责清晰、责任主体明确

的质量保证组织体系。

二是建立目标体系，厘清链路，明确目标起点与落脚。目标是诊改的逻辑起

点。学校运用“SWOT 分析法”分析完善“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及各项子规划，

明确重点任务实施的路线图和经费预算；打造“学校发展目标——二级单位目标

－专业建设目标——课程建设目标”组成的目标链，形成上下衔接、左右呼应的

目标体系；出台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方案编制指导性文件，指导各专业编制专业

建设方案和课程建设方案，使得学校规划目标能够向下延伸落地。



三是建立标准体系，厘清量规，完善各个层面标准。标准是目标的支撑，是

诊断的标尺。在专业与课程层面，建立逻辑相关的系列标准，由教学主管部门制

定学校层面的专业设置调整、资源建设、质量诊断等标准文件，作为校内专业建

设的最低标准，并据此指导各专业和课程团队编制专业标准、课程标准等文件，

作为开展诊改的基本依据。在教师层面，制定“师德修养、教育教学、教研科研、

社会实践”4个维度、11 个等级的教师发展标准，将教师职业生涯规划、职称分

类晋升标准、人才选拔激励机制与教师发展标准融为一体，激励教师不断自我改

进提升。在学生层面，建立学生发展标准，基于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形成“学业发

展、职业发展、个人发展、社会能力发展”4个维度、20 个要素、80 个测量指标

的学生发展标准总框架，编制学生发展自我测量表，建立学生发展诊断自测信息

系统，形成个人自测雷达图，让学生及时自我调整与改进，同时协助指导教师实

时监测学生发展状态，及时发现问题、剖析成因，指导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四是健全制度体系，厘清流程，建立流程与制度匹配的内控机制。学校优化

部门工作流程，健全相匹配的制度，明确内部风险控制点，形成完整的内控体系，

并紧扣目标任务实施的“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设计部门绩效考核性诊

断标准体系。其中，事前重计划能力，事中重任务执行力和工作创新，事后重业

绩增量的考核性诊断。考核性诊断结果作为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干部考核、各

类奖项评选依据，形成“制度管人、流程管事、数据说话、自我诊改”的内部治

理常态。

建设服务诊改的智能化信息管理平台

从试点院校实践来看，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是制约诊改工作开展的瓶径。学校管

理信息化系统建设是开展诊改工作的重要基础，需要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同步设

计、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以自主研发为主，以需求为导向，建设适应学校诊改

工作需要的智能化信息管理平台。

一是建立校本数据中心，破解信息孤岛问题。要制定统一数据标准，构建共

享智能交换平台，形成校本数据中心。统一身份认证实现用户单点登录，统一信



息门户实现业务系统数据的自动抓取和呈现，每一位师生员工都拥有个人的工作

页面，能够实时查看自己关心的各项数据和相关信息。同时，建设大数据中心，

开发监测预警功能，为“改什么”提供依据。

二是建立移动共享学习平台，破解课程教学诊改信息的实时性与共享性问题。

自主开发智能化教学诊改平台——“工程云课堂”，自动记录课前、课中、课后

各类教学行为的过程数据，自动向学生推送每次课的学习报告，向教师和管理者

推送课堂质量分析报告，实现实时诊断和及时改进。学期结束自动形成各类课程

质量报告、二级学院以及全校的课程教学状态数据，为专业和课程的教学诊改提

供依据。

三是建立网上办事大厅和校情分析平台，破解诊改依据的精确性与可靠性问

题。建设网上办事大厅，结合各项行政事务的办事流程，方便师生在网上便捷办

理各类事务，实时采集各业务系统运行的过程数据。建设校情分析平台，自动汇

总统计各个业务系统的关键数据，为人才培养质量与工作绩效判断提供技术手段，

为学院治理决策提供事实依据。

培育和形成现代质量文化

在推动诊改试点工作的过程中，通过完善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智能化信

息管理平台建设，激发学校各层面主体追求质量的内生动力，培育并形成自律为

主要特征的质量文化，提高广大师生员工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一是加强制度规范，让质量标准形成权威。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明确制度建

设的程序。上下、左右沟通确定工作目标和标准，通过管理信息平台，对年度任

务、制度执行和相关决议事项进行公示、督办、问责。质量考核的结果在绩效考

核和干部考核中予以应用。

二是全员培训动员，让质量理念深入人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

分层分类对全校教职员工开展专项培训，介绍现代质量理念，解读学校诊改方案，



培训质量管理工具方法。组织党务、行政、后勤管理人员赴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学

习培训，学习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和经验。

三是建设透明校园，让质量意识成为自觉。通过管理信息系统，将各项工作

在网上流转并留下痕迹，形成可追溯的数据，同时，对各项工作的进展、实效予

以公开，促进办事人员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相关事项依法依规得以公开，确保

教职员工深入了解校情校务，从而为有效实施民主管理提供途径和载体。

四是开展各类活动，让质量标杆引领提升。开展“专业团队说专业”“课程

团队说课程”“教师成长工程”“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展示竞赛活动，引

导不同层面的质量主体能够主动思考如何实现质量提升。设置系列质量奖，对年

度工作中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以质量标杆引领学院质量

文化建设。

综上所述，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是一项“打基础、利长远”

的工作，真正实施以后能形成学校自身的“免疫与修复”系统，改变学校的教学

形态和治理形态，保证其按照既定目标健康发展。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操作层面

不要另搞一套，要与日常工作融合，在原有质量管理的基础上形成更加系统全面

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才能为实现学校的办学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