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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认知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

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
（教职成厅 [2015] 2号） 2015年6月23日

1

诊断与改进

——是学校根据自身办学理念、办学定位、人才培养
目标，聚焦专业设置与条件、教师队伍与建设、课程
体系与改革、课堂教学与实践、学校管理与制度、校
企合作与创新、质量监控与成效等人才培养工作要素，
查找不足与完善提高的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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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认知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

目标 设计 实施标准 组织

改进 创新 学习 激励 诊断

改进 预警 监测

诊断与改进的关键词——质量改进8字螺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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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改进螺旋是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基本单元

◆质量改进螺旋是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基本流程

◆每一个部门或个人是一个质量保证主体，每个质量保证主体形

成一个质量改进螺旋

◆质量改进螺旋呈现大环叠小环的形态，大环是上一层面的质量

改进螺旋，小环是下一层面的质量改进螺旋，叠交于诊断与改进。

◆质量改进螺旋从目标、标准开始，通过纵向和横向体系化的目

标、标准（指标）形成目标（链）、标准（链）

质量改进8字螺旋3

01 认知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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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个层面——横向

—学校 —专业 —课程 —教师 —学生

01 认知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

诊断与改进的关键词——五纵五横4

五个系统—— 纵向
① 决策指挥 ：领导体制、组织结构、制度建设、协调管理等；

② 质量生成 ：教学、学生工作组织实施、校园文化建设等；

③ 资源建设 ：组织、人事、校内外教学资源开发、储存、使用、管理等；

④ 支持服务 ：生活服务、社会服务、合作平台、数字化校园建设、安全

保障等；

⑤ 监督控制 ：质量数据（信息）采集、汇总、分析，质量报告，预警发

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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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成果——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

诊改内容——分层次，逐层聚合，易于操作

尽量全面，覆盖
指导方案的诊断

点要求；

1

分解层次，按照
诊改内容、实施
主体分类，分解
诊改内容，可操

作性强；

2

突出师生的主体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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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成果——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0

2
诊改五个层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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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诊改的首要问题：诊改内容设置→“诊改到底要做什么”问题,思考如下：

（1）满足上级要求：根据教育部和省级诊改指导方案，按诊改项目—诊改要素—诊
断点结构组织诊改内容，诊断项目参考表；

（2）理顺诊改项目间的逻辑联系：要求诊改项目之间形成有机联系，既不重复、又
不遗漏。

（3）明确牵头部门和实施主体：明确诊改项目的牵头部门和实施主体是建立诊改机
制的要求。

 牵头部门：归口职能部门，负责制定诊改制度，组织诊改过程、督促检查，宏观
把握全校数据和状态；

 实施主体：二级教学单位负责诊改过程中信息采集、诊断评价等，部分诊改项目
需职能部门直接负责实施。

4）结合校本实际：需要从学校实际出发设置突出优势和补齐短板的诊改项目：
 突出优势：通过诊改，强化和推广学校的传统优势项目；
 补齐短板：通过诊改，认真查找问题及其成因，不断优化和增强学校的弱势项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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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成果——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

新思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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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评价(专业诊改)

听
课

学生信息
员反馈

评教
(任课教师、
班任、课程)

在校生调查
(新生、各年级)

教师问
卷调查

课程即
时评价

毕业生
调查

家长调查
用人单位
调查

课程评价
学生培养
质量评价

教师发展
评价

实践教学
评价

人才培养
方案评价

《教学大纲》
评价

课程考核
评价

毕业设计
评价

顶岗实习
评价

社团活动
评价

创新创业
评价

质量保证体系评价
（校级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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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成果——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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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结
果
层

新思路1 诊改项目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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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成果——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

新方法2 诊改依据的采集信息——增加过程活动内容

目前的诊改方案主要依据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和业务系统数 据，
必须但不完备；

需要改进和扩展之处：

• 增加人才培养状态数据的统计处理；

• 增加问卷调查数据的采集和应用；

• 增加过程活动信息的采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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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成果——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

新方法2 诊改依据的采集信息——增加过程活动内容

 过程活动信息的内涵：

过程活动信息是反映教育教学过程的非数据性、非结构化的信息，包括：

各种规划计划

（学校、院系和专项工作）

各项教育教学工作实施过程
中措施、活动、事件

各种总结

（学校、院系和各
专项工作）

各项制度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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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成果——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

新方法2 诊改依据的采集信息——增加过程活动内容

1
• 采用过程信息，与原有采集数据信息综合，是在诊改过程中将质性评价和

量化评价方法结合，更加符合教育规律。

2

• 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李雁冰教授所言：“对教育而言，量化的评价是把复杂
的教育现象加以简化，或只评价简单的教育现象，无法从本质上保证其客
观性，往往会丢失教育中最有意义、最根本的内容”。

3
• 采用过程信息后，诊改工作可以按照规划（计划）——制度——过程—

—结果的逻辑路径进行追踪，更容易查找存在问题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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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成果——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

新方法 过程活动要素3

序号 要素 内涵简述 要求

1
诊改
目标

掌握事实，查找问题和成因，提出措施并监
督落实，不断改进

实现持续改进PDCA

2
诊改
标准

分项指标，按CIPP(背景、投入、过程、输出)
建立指标项评价尺度

现状趋势结合、绝对相
对标准结合

3
信息
采集

采集评价指标项所需信息 采用信息化手段

4
统计
处理

对采集信息统计处理，得到能够反映校本实
际的数据统计结果

二次处理。

5
诊断
评价

由统计分析数据对照评价尺度，实施诊断问
题，查找问题及其成因

采集信息、统计数据和
评价尺度支撑

6
建议
措施

以诊断评价结论为基础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
明确改进措施及其责任
主体。

7
落实诊改

措施
监督责任主体落实诊改措施，并进行追踪和
反馈。

追踪的手段和反馈时限、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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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成果——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

新举措3 共享共建，合作共赢——引入第三方力量

1 独家建设，提需求难、投资大；

2
不同水平学校需求差异比较大，

正在摸索实施诊改工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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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成果——新思路、新方法

 解决方案:

• 合作共建，学校企业合作，不求完全拥有，但求为我所用。

通用功
能

按教育部诊改指导方案和相关学校需求，建立具有完善诊改内容和功能的诊改平台，

以信息化手段支持诊改目标、标准（含评价尺度）、采集信息、统计分析、评价诊断、

查找问题及成因、落实改进措施等环节；

适用性
适应不同学校采集信息能力的差异性，在诊改内容模块和自定义数据表方面，允许学

校自主选择；

人工辅
助评价

借助信息诊改平台汇总信息，具体的评价工作仍然以人为主，这样做既符合教育规律，

也可以增加软件系统的柔性；

数据处
理

多个学校数据统一存储、统计处理，便于横向比较，利于互评和校际交流；

维护服
务

由企业维护系统，提供专业化服务，形成教育的阿里巴巴。

• 建立具有通用功能和适应不同基础条件学校诊改系统：

新举措3 共享共建，合作共赢——引入第三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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