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ᾉ ѩַײẺם

2019年1月24日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9〕4号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

“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教育强国
的要求相比，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职业技
能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制度标准不够健全、企业参与办学的
动力不足、有利于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配套政策尚待完善、办学
和人才培养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的
时候”



ᾉ ѩַײẺם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

“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

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

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

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

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

资源支撑”



ᾉ ѩַײẺם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共七部分，其中
• 第二部分：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

完善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实施教师和校长专业标
准，持续更新并推进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
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仪器设备配备规范）。
巩固和发展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联合行业制定国家教学标
准、职业院校依据标准自主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工作格局。

• 第六部分：加强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督导评价



ᾉ ѩַײẺם

2019年2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

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

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ᾉ ѩַײẺם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完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制定覆盖全学段、体现世界先进

水平、符合不同层次类型教育特点的教育质量标准，明确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要求”。“健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制定
紧跟时代发展的多样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建立以师
资配备、生均拨款、教学设施设备等资源要素为核心的标准体
系和办学条件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构建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机
制，建立更加科学公正的考试评价制度，建立全过程、全方位
人才培养质量反馈监控体系”。

“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与监
测体系，推进管理精准化和决策科学化”。



ᾂṩӏ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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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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ᾂᶡ῞῾ῶ55821

“五纵五横”结构 ——网络化覆盖联动

“8字形”运行单元

“双引擎”注入动力

“一平台”技术支撑

——制度化全员参与

——常态化机制保证

——智能化落地生根

基本架构55821



教学

学生工作组织实施

校园文化建设等

生活服务、

社会服务、

合作平台、

数字化校园建设、

安全保障等；

质量数据（信息）采

集、汇总、分析，

质量报告，预警发

布等。

ᾀἵΐז ὔֹ֗נּר ἷἽ

领导体制、

组织结构、

制度建设、

协调管理等

╟Ấ

组织、人事、

校内外教学

资源开发、储存、

使用、管理等；

ⱳ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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ῡֹɇɇѢѥɎẫύɏגח

α βᾑצɎẫύ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先进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

——现代质量观。

ᾂᶡ῞῾ῶ55821



ῡֹɇɇѢѥɎẫύɏגח

α҆βῡֹɎẫύɏ

1.自我激励机制ɇɇ在自我诊断与改进中实现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的统一，产生持续改进的愿望与动力。

2.考核激励机制ɇɇ通过定期的考核性诊断和相应的激励

制度，注入链接机制，强化激励力度，确保自我诊改的常

态运行。

ᾂᶡ῞῾ῶ55821



人人是源头数据采集者 源头数据生成即予采集

人人是数据使用、监督者

ᾂᶡ῞῾ῶ55821



C
O

N
T

E
N

T

אָ
Ẹ є ᶵ–ַײѭ ԒḲᴢԊ↕

҆ ᾂַײᶡ῞῾ῶ

ᾉẺםј ᾂṩӏ Ṝ

ᵹ ᾂַײԒ

▐ҙỬᶠ ữ ӟ Ӌ

Ҋ Ԓ ӟ Ӌ ῶẤײַ



2018年12月29日，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

与改进专家委员会下发了“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指引（试行）”（职教诊

改〔2018〕25号）



• 复核目标链与标准链（简称两链）的科学性、系统性、
可行性、实施情况及成效。

• 复核五个层面“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简称螺旋）建
设的科学性、覆盖面、可行性、实施情况及成效。

• 复核学校质量文化与机制引擎（简称引擎）驱动与运
行情况及成效。

（一）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



1.目标链、标准链

（1）学校发展规划是否成体系，学校发展目标是否传递至专业

、课程、教师层面，目标是否上下衔接成链。学校机构职责

是否明确，是否建立岗位工作标准，标准和制度执行是否有

有效机制。

（2）专业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学校规划契合，是否与自

身基础适切。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3）课程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专业建设规划契合，是否

与自身基础适切。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4）教师个人发展目标确定是否与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及

专业建设规划等相关要求相适切，教师是否制定有个人发

展计划及与之相应的目标与标准。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

具体、可检测，与自身基础适切。。

（5）学生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个人发展目标是否与学

校人才培养方案及素质教育相关要求相适切。学校是否建

立指导学生制定个人发展计划的制度。

Ԋ↕ σ
•总体目标和标准的科学性



2.8字形改进螺旋

（1）学校层面
• 学校是否建有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分解、实施、诊断、改进的运行
机制。实施过程是否有监测预警和改进机制，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
可操作。

• 是否建立学校各组织机构履行职责的诊改制度，方法与手段是否可
操作，是否有效运行。

• 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
具体，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Ԋ↕ ：1.规划在年度中的执行性。2.工作过程管控的操作性。3.

岗位工作诊改的自主性。4.目标绩效考核的激励性。



（2）专业层面
•是否建立专业建设与教学质量的诊改运行制度，诊改内容是否
有助于目标达成，诊改周期是否合理，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
捷可操作。
•现有专业是否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
明确具体，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Ԋ↕ ：1.专业诊改的制度化。2.专业诊改的覆盖面。3.
专业诊改的主体性。4.专业诊改的科学性。5.专业诊改的有效
性。



（3）课程层面
•是否建立课程建设与教学质量的诊改运行制度，诊改内容是否
有助于目标达成，诊改周期是否合理，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
捷可操作。
•现有课程是否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
明确具体，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Ԋ↕ ： 1.课程诊改的制度化。2.课程诊改的覆盖面。3.
课程诊改的主体性。4.课程诊改的科学性。5.课程诊改的有效
性。



（4）教师层面
•是否建立教师个人发展自我诊改制度，周期是否合理，方法是
否便捷可操作。
•所有教师是否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
明确具体，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Ԋ↕ ： 1.教师诊改的制度化。2.教师诊改的覆盖面。3.
教师诊改的主体性。4.教师诊改的科学性。5.教师诊改的有效
性。



（5）学生层面
•学校是否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诊改，周期是否合理，方法是否便
捷可操作。
•所有学生是否实施自主诊改。
•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
明确具体，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Ԋ↕ ： 1.学生诊改的制度化。2.学生诊改的覆盖面。3.学
生诊改的主体性。4.学生诊改的科学性。5.学生诊改的有效性。



1.  学校领导是否重视诊改，扎实推进，师生员工是否普遍接
受诊改理念，并落实于自觉行动中。
2.  学校是否建立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相适应的考核激励制度，
将考核与自我诊改相结合，体现以外部监管为主向以自我诊改
为主转变的走向。
3.  各个主体的自我诊改是否逐渐趋向常态化。师生员工对学
校诊改工作是否满意和有获得感。

3.引擎驱动与成效

Ԋ↕ σ1．学校管理的有效性。2．内生动力的激励性。
3．主体诊改的自觉性。4．自我诊改的常态化。



（二）平台建设与应用

复核学校平台对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运行的支撑情况，
重点复核平台的顶层设计、建设、应用及成效。

1.学校是否按智能化要求对平台建设进行顶层设计，
平台架构是否具有实时、常态化支撑学校诊改工作的
功能：
（1）能够实现数据的源头、即时采集。
（2）能够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实时开放共享。
（3）能够进行数据分析，并实时展现分析结果。



2.学校是否按照顶层设计蓝图，扎实推进平台建设。
3.学校在数据分析、应用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
了哪些成效。

Ԋ↕ σ 1.顶层设计的先进性。2.顶层设计的科学性。
3.顶层设计的可行性。4.建设进程的符合度。
5.平台建设的有效性。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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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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ᾂᵺẶֳị

•目的与意义

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引导和
支持学校全面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切实发挥学
校的教育质量保证主体作用，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证
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是持续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举措和制度安排，也是教育行政部门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履行管理职责的重要形式，对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ᾂᵺẶֳị

•内涵与任务

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指学校根据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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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ᾂᵺẶֳị

•工作方针：

“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的
形成基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

•主体责任：学校自主诊断与改进

•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复核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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ӧ Ԅ Ᵽַײӭ←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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ᾂַײԎӋҮזσ

1. ḡᵰԒ ӟ Ӌ τ

2. Ὕ׳ᾉ ᾉḘ ⱣӠ ẇτ₯צ

3.  ♪ҥ ᾑ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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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ὔַֹײԊ

• ӟ Ӌ Ԓᶇ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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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ɇɇ אָ
2.  ֜ɇɇָײַ אԎӋצ
3. ɇɇἸ▓ָא   ֜ Ḫᾜᾛ’
4. ɇɇѬḪᾜ ᴂ ╟αҙג ג◓ β

ᾅ ῡֹ εӟ ֶḪᾜ
5. ḪᾜɇɇἸ▓Ḫᾜᾛ’Ḫᾜ
6. ᾘɇɇṃḪᾜ Ὼјָא   ֜ḽ₦εᾴᵊ ở
7. ɇɇך▌ ởḃַך᷊ײεᵊְ
8. ḘѼ ֲᾚ ᾂ ɇɇḽΊ ởַײε֪ῷᴜᵻε

ḘѼεֲᾚᾛ←ε ᴧὗᾜεֹḦᾂ ᾛ’



• זɇɇᾴҮ אָ Ḫε Ὕײַ׳

• Ḙאָײַ ᵆљѝҼ εљѝַאָײ ᵆ ᵆ

ᾉṶ ᵆḘⱳҼ εѕі ὓở

• Ύ╟҇ḘדײַḘḦӇ ᴦṜָא  ḛᴴҧᴧ

ḘɎױєҊ ֭Ɏ Ԃҥҹ֗ εỡ Ḙײַ

Ấ ᾛ’



 ֜ᾴָײַ א צ ԎӋצεјҮבּזὓּג
ᴴ֪ Ѭ ᾘ אָ ᾘ

ӔḄεָא ᾴẤ ײַ∫  Ḙṕ ẓ
ῑ ∫ Ấײַ  ֜ ᾘ σאָ
• љѝαײַ∫ βᵘҙỬᶠ
• Ṷײַ∫
• ҒḘᴿӏײַ∫
• ᴦᵘכֿײַ∫ ҹΐז ᵘởῺג
• ᶁײַ∫ ᴿӏ
• Ᵽ⅛ײַ∫ ᵘג ╟ӟ ɖɖ



Ḙṕ ײַ  ֜Ѧַײ ᾘ ẓאָ ởצ

ᾘ ᾘ

ἈḘײַ׀אָḪ ◦֘јḘṕ  אָײַ  

֜ḽ₦εᴴҧἄָṭ ε֪ῷᴜᵻεֹḦᾂ ᾛ’

εѻᴴҧ ӏẤ ᾛ’ ḄῺᾴױєҊῙ εṎײַ

ᾴɎױєҊɏ ֭



• ᾘ ︢Ḧ ᾘ∫ ε ⱴᴿ ײַ ᾘᾛ←

ἆῠ ṩԎ ừ₡ε Ḧ ᾘᵔῙ

• ך▌ ῡֹך▌–



Ấ Ԓײַ ӟ Ӌ ẓ ᶻᵺ σ

• ӟ ᵣҍ ψ

• ӟ ָқѰ ẘψ

• Ύӭψ

• Ḅӌӭψ

• қѰᾩ ӭψ



Ᵽ ∫ ї╒

职责划分不清晰

工作流程不明确

管理制度不完善

部门间的相互关系混乱，

协同工作欠缺

љѝẤ

ᶠ ᾛ’

Ṷ

Ḫ Ḯ

Ᵽ

Ԇԉᶡ︠



ӟ Ӌ ᾛ’

Ɏᾛ’ɏѭ ԒḲ

֪Ḙײַ Ԓ

ӟ Ӌ Ấ ј Ḫᾜᾛ

’ ᶬו҂Ɏᾛ’ ᾼɏ

ỡɏẤ ᶡ︠ɏ ɖɖ

1.ἷḿ

2.ᶡ῞ᴜְ

3. јָא 

4.ῶẤӋ

5. ᾂ

6.ӟ ὗᾜ

7.Ấ јḪᾜ



ӟ Ӌ ᾛ’

Ӌ

Ӌ אָ

 ֜Ӌ

ֹẘӋ α

ẐᾑҬβ

Ӡ ẇᴵצ

ῶẤӋ ᾂ

Ḙṕ

љѝṕ

ṕ

Ṷ ṕ

Ḙⱳṕ

ӟ ῡֹ

᷊ ῡֹ

ῡֹ

╟ӟ



Ԓ ӟ Ӌ ẓפἭҧі֠ᾛ σ

◆Ấ ҙỬᶠḘשׁ ᴾᾛ ᴾ♩ ײַ ḘᴿⱣַײԒ ј ֜Ӌ אָ ;

◆ᾭ︢Ԓ ӟ Ѧַײ ΰֶεḡᵰԒ Ӌ ;

◆ᾭ︢Ԓ ӟ ∫ײַ ε Ԓ Ᵽ∟חεῶẤẉḡᵰԒԄᵓԄ

ԄᾛӇַײ ӟ ֹẘӋ τ

◆ῶẤᶹӹ ᾘῡֹε ⱴᴿⱣַײ ҭἆῠᵘừ₡εẤ Ḙ ᴿⱣַײԒ

ᾘӋ ;

◆Ḫ♪Ɏ ҭ-ᴥ -ᾂ ɏַײїᾘΉ εẤ ҙỬᶠשׁ Ԅ ᴥײַ јἵ

ᾂ Ӌ

αᵹβ ӟ Ӌ ῾‘ײַ ῶ



֠ѥḲᾮ═┤ַײồỡᶉᾛσ

• Ḙṕ ᾴᵊ  ֜ψ

• ɎױєҊɏ ֭ᾴ ֜ε ᾴẤ ᾛ’ψ

• Ḙṕ ɎױєҊɏ ֭ј Ӈ 
֜ ∫҅ד ᾴ Ὺ ᵇψ

• љѝẤ Ấ ᾴқѰψײַאָײַ јҙ
Ửᶠ Ԋגּ ᵇψ

• ḄӌⱣ Ҋ ӏⱴψײַ



1.Ḙײַ♪Ḫ◦֘ỡ♪Ḫṩӏј Ḧַאָײ  ḽײַ֜ 

₦

2.ɎױєҊɏ ֭ᾴɎ҆ױҊɏ ײַ֭ ᾘјᾂ ᾛ’

3.Ấ ѻאָ ᾴҧ׀ṩӏַײ ᾘјᾂ ᾛ’

4.ֹḦɎԒ ӟ Ӌ ј Ḫᾜᾛ’ɏѻᾴ ᾂ

ấḉײַ



• ▐ҙỬᶠ

• ҧљѝ ᾂѬѭ

1.学校目标、定位→专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

→课程大纲→课程教学与考核

2.延伸至教师、学生、资源条件、支持服务、管理、政策

体制机制



•  אָ ởẘ

•₧ѝ ₱ ởẘ

•ᶠ  אָ ởẘ

љѝẤ Ấ Ṷ Ấ ײַ

ᾴѬ҂ҙỬᶠײַאָ Ὕײַ εᾇῺ

ҙỬᶠ 



教学

学生工作组织实施

校园文化建设等

生活服务、

社会服务、

合作平台、

数字化校园建设、

安全保障等；

质量数据（信息）采

集、汇总、分析，

质量报告，预警发

布等。

ᾀἵΐז ὔֹ֗נּר ἷἽ

领导体制、

组织结构、

制度建设、

协调管理

等

╟Ấ

组织、人事、

校内外教学

资源开发、储存、

使用、管理等；

ⱳở

ὔַֹײԊ



ὔַֹײԊ

Ҋѥṕ αѭ Ӌβɇɇ⁵ᵆαּ҉ג♀ ḡᾐᴠּ҉גԊ ᾀ β



ᴚ╒

ᾐӋ ֭

ӭḃᾛ’



ѝᾉ ᾂ

ᶵ– Ᵽ

ᴹσtest1

ḷֿבσ123456

֧ Λ 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