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考核性诊断制度的设计

*

曹润平 黄丽娜

(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 院长) 办公室，内蒙古 包头 014035)

摘 要: 转变理念，把绩效考核与诊改结合，推进内部质量保证的“自我定位、自我约束、自我激励、
自我提高”主体作用发挥，是当前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和难点问题。在对

院校原有“绩效考核”工作进行优缺点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内部质量自我保证”的诊改工作理念要

求，提出了“考核性诊断制度”概念，并进行了制度的框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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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poi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n vocational col-
leges to combin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ith diagnosis，promote the key role of self position，self discipline，self moti-
vation and self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origin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re-
quirement of the diagnosis，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examination － based diagnosis system and designs
its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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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强调发挥各层面主体作

用，自设目标、自主运行、自我诊断，突出引导自我保

证、自理自律。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各层面自我诊

改与传统的绩效考核是什么关系，如何摆布，成为当

前困惑高职院校的一个问题。
一、绩效考核的积极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高职院校开展多年的绩效考核对于

推进规划落实、目标实现、任务完成，有积极作用，是

有效、系统的院校管理方法之一。概括绩效考核的

特点，其更加突出目标实现的单一性、突出事后的结

果审查、突出区别考核者与被考核者、突出监控性和

他律性。
那么，把这样的绩效考核放到院校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建设中来考虑，其不足和弊端也显而易见。
具体表现为: 绩效考核的事后性，与诊改的全过程性

不吻合; 绩效考核的监控性、他律性，与诊改的自主

性不吻合; 绩效考核是由上级或利益相关方主导的，

而不是由各层面自我主导; 绩效考核的标准是他定

的，不是由各个层面自定; 绩效考核直接与奖惩挂

钩，“指挥棒”作用太明显。
二、考核性诊断概念提出及特点假设

考核性诊断是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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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绩效考核与诊改的有机结合，是

在某一时间节点上的、赋予了绩效考核功能的诊改。
一是考核性诊断相对于各层面自我诊断，是外部的、
辅助性诊断，立足服务性和从属性，弱化指挥性和监

控性。二是考核性诊断强调以质量效率为核心，服

务各层面主体发展需求; 强调自我设置目标、标准，

引导自律自理; 强调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 强调过程

化、常态化、生态化。三是考核性诊断的目的是帮助

各层面发现问题，提出建议，而非评判优、劣，不与

奖、惩直接挂钩。四是考核性诊断关注事前、事后、
事中全过程。

三、考核性诊断制度的设计

按照诊改体系运行要求对现有绩效考核体系进

行调整、完善，建立考核性诊断机制，以辅助各层面

自我诊断运行。考核性诊断对各层面工作进行事前

计划诊断、事中进度诊断以及事后结果诊断，实现对

质量的全过程诊断，与激励措施相结合，提升质量保

证的内生动力。
1． 考核性诊断的内容设计

考核性诊断包括三个层面的诊断内容。一是事

前诊断。诊断关键点是目标的贯通性和一致性，即

学校要点工作是否落实到各层面的工作计划中。诊

断的措施和方法是党政工作要点的任务分解和计划

审核。二是事中诊断。诊断关键点是计划落实的进

度 /工作任务的推进度。措施和方法是实施有计划、
有重点的督查督办。三是事后诊断。诊断的关键点

是目标的达成度，包括目标的达成比例和达成质量。

表 1 各阶段、各层面考核性诊断内容构成

阶段 重点
各层面诊断内容

学校 管理服务部门 系( 部) 专业 课程 教师 学生

事前

( 诊计划)

目标的贯

通性和一

致性

“党政工作要

点”是否落实

“十 三 五”规

划 的 年 度 实

施计划。

部 门 工 作 计

划 是 否 落 实

“党政工作要

点”的分解任

务、要求。

系( 部) 工 作

计 划 是 否 配

合 管 理 服 务

部门落实“党

政工作要点”

分 解 任 务 及

系 ( 部) “十

三五规”的相

关 任 务、要

求。

专 业 建 设 年

度 计 划 是 否

落实“专业建

设 规 划”和

“专业建设方

案”的相关任

务、要求。

课 程 建 设 年

度 计 划 是 否

落实“课程建

设 规 划”和

“课程建设方

案”的相关任

务、要求。

教 师 年 度 工

作 计 划 是 否

落实“师资队

伍建设规划”

和“教师自我

发展规划”的

相关任务、要

求。

学 生 年 度 发

展 计 划 是 否

落实学校“学

生发展规划”

和“学生自我

发展规划”的

相关任务、要

求。

事中

( 诊进度)

工作任务

的推进度
是否采取有效方法和手段按进度推进工作。

事后

( 诊结果)

目标的达

成度
任务完成比例和质量。

2． 考核性诊断的标准确定

对应诊断内容，确立相应的诊断标准。标准的

确立一要充分反映诊断内容的“关键要素”和“应有

特征”，二要充分尊重各层面“自主意愿”和“发展

需求”。
( 1) 关于“诊”的标准确立

针对“计划”，考虑设定如下标准: 一是是否制

定年度计划; 二是是否符合学校各项发展规划; 三是

是否符合部门发展规划和工作职责; 四是是否包含

上一循环导入任务( 如有) ; 五是是否有明确的工作

目标、任务分解是否详尽，指标是否清晰，责任分工

是否明确，时间进度要求是否清晰; 六是计划是否得

到部门人员的认可和执行; 七是计划是否根据工作

需要合理调整( 调整必要性、合理性) 。
针对“进度”，考虑设定如下标准: 一是是否有

时间进度要求; 二是进度安排是否合理; 三是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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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学校事业发展的要求; 四是方法、手段是否合理、
有效，是否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五是工作推进是否按

进度执行。
针对“结果”，考虑设定如下标准: 一是各项工

作是否完成( 有结果) ; 二是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吻合

度; 三是“结果”产生的积极效益是否显著、重大; 四

是“结果”的表现形式是否具象化。
( 2) 关于“断”的标准确立

一是对存在的问题是否取得共识( 普遍认同问

题的存在) ; 二是对存在问题的指出是否准确描述;

三是对存在问题的提出是否有明确的依据; 四是问

题的指出，是否见人见事( 具化和量化) 。
( 3) 关于“反馈”的标准确立

一是是否针对问题; 二是是否立足部门发展和

学校事业发展; 三是是否具有可执行性; 四是是否具

有明确的方法、措施、指标; 五是辅导是否到位。
3． 考核性诊断的组织实施

考核性诊断是涉及全院质量诊改的重要工作，

从学校层面应该成立相应工作组，组织实施考核诊

断并与被诊断部门进行现场沟通。诊断结束后工作

组出具《考核性诊断报告》，指出存在问题及改进

建议。

表 2 考核性诊断组织实施安排表

阶段 诊断时间安排 诊断事项 诊断结果文本

事前 年初 部门年度综合性工作计划 《计划阶段考核性诊断报告》

事中 暑期 学校要点工作及自定工作进度 《执行阶段考核性诊断报告》

事后 年末 学校要点工作及自定工作完成情况 《结果阶段考核性诊断报告》

表 3 计划阶段考核性诊断报告

被诊断部门: 填制时间:

诊断情况

诊断项目
基本情况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1 是否制定计划

2 是否符合学校各项发展规划

3 是否符合部门发展规划和工作职责

4 上循环未完任务是否按需进入本循环( 如有)

5 是否有明确的工作目标

6 任务分解是否详尽

7 指标是否清晰

8 责任分工是否明确

9 时间进度要求是否清晰

10 计划是否得到部门人员的认可和执行

11 计划是否根据工作需要合理调整( 调整必要性、合理性)

备注

考核性诊断工作组组长:

年 月 日

被诊断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说明: 1． 本表由考核性诊断工作组填写，提出问题及改建建议应符合标准要求;

2． 本表一式三份，一份交被诊断部门，一份交诊断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份工作组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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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执行阶段考核性诊断报告

被诊断部门: 填制时间:

诊断情况

诊断项目
基本情况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1 是否有时间进度要求

2 进度安排是否合理

3 是否符合学校事业发展的要求

4 方法、手段是否合理、有效，是否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5 工作推进是否按进度执行

备注

考核性诊断工作组组长:

年 月 日

被诊断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说明: 1． 本表由考核性诊断工作组填写，提出问题及改建建议应符合标准要求;

2． 本表一式三份，一份交被诊断部门，一份交诊断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份工作组自留。

表 5 结果阶段考核性诊断报告

被诊断部门: 填制时间:

诊断情况

诊断项目
基本情况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1 各项工作是否完成，有结果

2 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吻合度

3 “结果”产生的积极效益是否显著、重大

4 “结果”的表现形式是否具象化

备注

考核性诊断工作组组长:

年 月 日

被诊断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说明: 1． 本表由考核性诊断工作组填写，提出问题及改建建议应符合标准要求;

2． 本表一式三份，一份交被诊断部门，一份交诊断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份工作组自留。

4． 考核性诊断结果的应用

一是要及时、准确反馈诊断到的“不足”信息，

帮助各主体梳理整改任务 /事项，推动改进工作。二

是在诊断工作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提出创新、改革

思路和措施。三是把诊断结果作为落实奖惩机制的

辅助信息。
四、结语

考核性诊断制度的设计，一方面是基于高职院

校内部质量诊改工作的“现时”需要，是质量保证理

念转变的重要汇集点; 另一方面更是学校内部治理

形态转变的一个改革点、发力点，其带动意义是可以

预期的。但具体工作的难度和阻力也是可以预见

的，更需要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克服困难，积极尝试完

善，汇聚更多院校的实践经验，为内部质量保证工作

贡献更多、更好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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