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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层专业诊改框架

某个专业诊改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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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层诊改框架



预警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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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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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诊改理论的认识
纠偏哪些？检测标准？

理念？资源？制度？

8字质量改进
螺旋运行机制
• 事前设计建标
• 事中实时监控
• 事后诊断改进

全面转变
• 管理到治理
• 理论到实践
• 模式到习惯
• 组织到个人



目

标

专业两链

标

准

专业规划与等级

专业与专业群

课程体系

师资队伍

实训基地

课程资源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职业资格证书对接

纵横向课题

中外专业合作项目

专利申获

国际证书

目标与任务关联 任务与标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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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链是诊
改的逻辑

起点



目

标

课程两链

标

准

课程规划与等级

公共基础课程

课程类型ABC

课程实施环境

任课教师

教学用具

专业平台课程

专业课程体系

课程大纲／标准

教材/立体化教材

教学规范

质量监控

目标与任务关联 任务与标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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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链是诊
改的逻辑

起点



专业层诊改框架

课程层诊改框架

问题1：
资源
不足

问题2：
过程

不透明

问题3：
大数据
运用



课程层面诊改探索

校本实践中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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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层面诊改探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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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框架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一



标准体系框架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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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框架

国家教学标准体系主要包括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教

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五个部分

职教领域国家教学标准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高职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

属于从无到有，填补了我国职业教育史上的空白。

“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建设是一项具有基础性、专

业性和长期性的工作。目前取得的成果只能说是阶段性的，有

一些成果也是探索性的。”王继平说。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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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要求

国务院、教育部提出 ：

——积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

——积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专业标

准和课程体系。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扩大引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有计划地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成熟适

用的人才培养标准、专业课程、教材体系和数字化教育资源。

中国标准→国际标准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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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改需要与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实现联动！

第七条 国家鼓励

企业、社会团体和教

育、科研机构等开展

或者参与标准化工作。

14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一



教育部要求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修（制）订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16]46号

一

 2012年教育部出台了高职高专410个专业教学标准
（18个大类）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制订专业教学标准，实现了“零的突破”

——2013年开始修订高职高专专业目录，从2004年及以后的1170个
专业 → 归总至748个专业（2017年增至761个）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教育部要求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体例框架及编写要求

一

1. 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2. 入学要求

3. 基本修业年限

4. 职业面向（不提就业面向，与国家职业大典对应）

5. 培养目标（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6. 培养规格（毕业要求：素质、知识、能力等）

7. 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专业核心课程6~8门，2500~2800学时）

8. 教学基本条件 [师资队伍：生：师=25：1（不含公共课）、教学
设施（粗线条，但要求用“国标”表示）、教学资源等]

9. 质量保证等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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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职能部门 专业（群）

学校

总任务

“十三五”

总目标

分年度

任务

分规划

目标

年度诊断

考核

重点任务

交办任务

专业1任务

专业2任务 

专业n任务

其他任务
时间/标准

预警推送

职能部门

任务

子规划

目标

 基础性任务

建设与教学

任务

……

时间/标准

预警推送

目标链
标准链

任务链

图例

验收标准

完成率

专业建设目标、任务、标准链 专业建
设目标、
任务、
标准链

一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配套月
报制度？

配套考
核制度



专业建设要素

一

专业设置规划（专业（群）A、B、C）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资源建设（实验、实训、实习……）

师资队伍（结构、水平……）

技术技能积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各种培训（企业员工、公共服务……）

国际合作与交流（合作专业、留学生……）

其它……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配套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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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标准链

一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建立“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课程目标”之间逻辑关系

19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一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质控点
内涵说
明

诊断标准

1.决策指挥

1.1专业规划 1.1.1专业规划

学校专业建设规划 XXX YYY

专业群布局 XXX YYY

学校专业建设标准 XXX YYY

1.2专业调研 1.2.1专业调研

专业调研报告覆盖

率
XXX YYY

专业调研报告审核

通过率
XXX YYY

专业质量诊改——校级

仍需要完善

贯通发展目标链

贯通发展目标链

2018.4.9 校级专业诊改指标体系（共57项）简版.docx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一

21

专业质量诊改——专业级

仍需要完善

2资源建设

2.1专业师资

2.1.1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具有高级职称 有/无

2.1.2专业师资

专业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教师占比（%）
A:>=98%
B:95%~98%
C:95%

专业专任教师高级职称占比（%）
A:>=40%
B:35%~40%
C:35%

专业专任教师硕士学位结构（%）
A:>=90%
B:80%~90%
C:80%

专业专任教师博士学位结构（%）
A:>=20%
B:15%~20%
C:15%

2.2实践条件
2.2.1C类课程开设 C类课程学分比例（%）

A:>=25%
B:25%

2.2.2实践基地
校外专业群实训基地 有/无
校内专业群实训基地 有/无
专业群申获实践基地（国家、省、
市）

有/无

2.3教学资源

2.3.1课程与教学
资源

专业资源库级别（国家、省、市） 有/无

专业精品课/资源共享课数（国家、
省、市）

有/无

2.3.2教材与图书
资源

教材选用省级以上精品或规划占比
A:>=30%
B:20%~30%
C:20%

选用教师主编规划教材（国家级、
省级）

是/否

专业群书刊增量 是/否

2018.4.9 某个专业诊改指标体系（共63项）简版.docx


常态纠偏

阶段改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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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改支撑平台1.0版

一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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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综合指标
二级学院
雷达图



事前：规划设计、任务落实（ Plan +Design ）

学校发展总规划与分规划子规划贯通、目标标准成链
、任务分解落实到位……科学与合理性

事中：质量实施，过程管控（ D0 +Control ）
工作流程规范（内部治理）、进度质量可控（工具）
、预警推送到位、动态调整及时……规范与可控性

事后：检查诊断，循环改进（ Check+ Action ）
质量指标可测、能发现问题、改进措施有效，规划滚
动调整有依据……质量螺旋提升、改进成效，

质
保
体
系

目标
标准链

常态
纠偏

阶段
改进

诊断
改进

“诊断改进”重点——三个环节

一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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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层自诊实施

25

专业运行

自诊指标

学校专业

（汇总）自诊指标

一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25



体系运行 —— 专业自诊

第一层：全校41个专业自诊

第二层：分院专业指标达成度

第三层：单个专业指标达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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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自诊报告模板

一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决策指挥

1.1专业规划 1.1.1专业规划

1.2专业调研 1.2.1专业调研

1.3专业开设 1.3.1专业开设

1.4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4.1课程体系

1.4.2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资源建设

2.1专业师资
2.1.1专业带头人

2.1.2专业师资

2.2实践条件
2.2.1C类课程开设

2.2.2实践基地

2.3教学资源
2.3.1课程与教学资源

2.3.2教材与图书资源

3支持服务 3.1专业制度 3.3.1专业制度

4质量生成

4.1课堂教学 4.1.1课堂教学

4.2在校生及毕业生
4.2.1在校生辍学与获奖

4.2.2毕业情况

4.3教学评价 4.3.1教学评价

4.4科学研究与社会服
务

4.4.1专业拥有科研平台

4.4.2专业教师获得教科研项目

4.4.3专业获得教科研成果

4.4.4社会人员培训数（人天）

5监督控制

5.1专业目标达成 5.1.1专业目标达成

5.2教师与经费条件
5.2.1专职专业教师

5.2.2专业分配经费

5.3专业教学
5.3.1教学实施

5.3.2核心知识满足

5.4建设效果
5.4.1应届毕业生

5.4.2往届毕业生

一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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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与教学
涉及众多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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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专业运行自诊指标

一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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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与改进——专业诊改报告（单个专业）

一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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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1

阶段改进

学期/年度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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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运行自诊指标（校级汇总）

一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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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智能分析与决策支持（招生）

一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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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智能分析与决策支持（就业）

一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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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诊断与改进——专业诊改报告（校级汇总）

一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

35



体系运行 ——自诊

工作
自诊

教学部门（自诊报告模板）

职能部门（自诊报告模板）

专项
自诊

专业：41个专业（报告模板，各级汇总）

课程：1131门课程（报告模板，各级汇总）

师资：11个教学部门（报告模板，各级汇总）

学生：8个分院（报告模板，各级汇总）

模板
现在少不了
今后可创新

36

阶段改进—对应两链



——按照“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跨岗位综合技

能”的思路，开发了“能力核心”的抽查标准和“作品载体”

的抽查题库；由省统筹开发高职抽查标准59个。

——组建由教育专家、一线教师、企业专家组成的技能抽查团

队，采用专业、学生、试题均进行随机抽样的“三个随机”抽

查方式实施省校二级技能抽查。

——目前，已连续组织技能抽查9个年度，形成了“以点控面”

的质量监控机制，“由果溯因”的质量诊断机制，“从教到学”

的质量保证机制。

湖南省厅在高职实训质量方面的技能抽查制度

37

形成对学校内部诊改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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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案例



课程层面诊改探索

校本实践中的思考

目录
contents

2

3

专业层面诊改探索11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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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理论三要素：课程观 课程内容 课程结构

二

目标与任务关联 任务与标准关联

课程层面诊改探索

目

标

课程两链

标

准

课程规划与等级

公共基础课程

课程类型ABC

课程实施环境

任课教师

教学用具

专业平台课程

专业课程体系

课程大纲／标准

教材/立体化教材

教学规范

质量监控



课程层面诊改探索二

4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质控点 内涵说明 诊断标准

1.决策指挥

1.1课程建设
规划

1.1.1学校课程建
设规划

学校课程建设
规划

XXX YYY

1.1.2课程建设规
达成度

达成度A XXX YYY

达成度B XXX YYY

达成度C XXX YYY

1.2课程教学
大纲制（修）
订

1.2.1课程组建设
达成度

达成度A XXX YYY

1.2.2课程教学大
纲完成度

达成度B

1.2.3课程教学大
纲制订规范性达
成度

达成度C

课程质量诊改——校级、专业级、课堂、实训、实习、毕设

贯通发展目标链

2018.4.9 校级课程诊改指标体系（共170项）.docx
2018.4.9 专业级课程诊改指标体系（共60项）.docx
2018.4.9 班级课堂诊改指标（共41项）.docx
2018.4.9 班级实训诊改指标（共38项）.docx
2018.4.9 班级专业实习诊改指标（共36项）.docx
2018.4.9 班级毕业设计诊改指标（共33项）.docx


课程开发关系示意图（例）
开发主体

行企专家、教师
课程专家

行企专家、教师
课程专家

行企专家、教师
课程专家

行企专家、教师
课程专家

教师、课程专家

教师、课程专家

管理人员

开发成果

调研毕业生就业岗位

结合调研信息和职业标准
分析归纳职业能力

选定对接的相关证书

确定职业能力标准

设计课程体系

确定教学资源配置

开发过程

就业主要岗位
就业迁移岗位

职业能力标准
初稿

职业能力标准
二稿

职业能力标准
终稿

课程体系结构
核心课程标准

专业设置条件



专业课程体系结构示意图（例）



课程标准 → 教学单元开发思路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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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层面诊改探索二



课程层面诊改探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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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层面诊改探索二

课程—学校级诊改

课程—专业级诊改

课程—课程级诊改

课程—课堂级诊改



教学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孤岛仍需完善）
日常教

学工作

数据录

入系统

实现透

明管理

48

教师
个人
页面

课程层面诊改探索二



教学信息管理系统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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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信息管理系统 毕业设计

五个方面

内容

课程层面诊改探索二



教学信息管理系统 实训管

理五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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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诊改

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标准）

授课计划（课程教学计划）

课程资源（设备、教材、电子资源）

学情了解

课程成绩分析

评教、评学意见反馈

督导、同行听课意见反馈

教学日志统计分析

实训室绩效统计

实训项目使用率

……

毕业设计（论文）

校外实习（调研意见反馈）

教学进程管理

重点难点处理

课堂交流互动

调课管理

实训管理

教学日志填报

……

毕业设计管理

校外实习管理

课前
计划

课后
改进

课中
执行

课程层面诊改探索

常态纠偏—落细落小

二



教学信息管理系统

选择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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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日志

时间

内容

作业

出勤

地点
方式

随堂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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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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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改预警



诊改预警

从白箱中获取反应-诊改

成绩优良率、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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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调课后调课前

教师调课率

58

诊改预警

从白箱中获取反应-诊改



数据名称 字段数 数据量

课程标准1418门 15 1961×15×24=705960

授课计划2024个 4 3778×4×24=362688

教学日志1415个 13 2689×13×24=838968

随堂测试9023次 17 12610×17=214370

调课344次 13 1307×13=16991

实训日志780个 10 1360×14=19040

实训室绩效167个 7 235×7=1645

实训项目绩效500个 6 1178×6=7068

教务系统
课堂数据总量：
2166630 记录

学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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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改工作推进

课程层面诊改探索二



在线学习平台实现课堂互动 课堂互动

实时掌握
学生水平



信息化教室 可视化现场师生互动教学

专业课教学设计/立意新颖

61

媒体3.mp4


用好信息技术——及时纠偏

发现教学中问题，加强个别指导。

专业技能

动作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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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达成度诊断载体

学生物化制作成果，增强获得感
63



毕业设计

64

课
题
名
称

交
流
次
数

交
流
日
期

交
流
方
式

课程层面诊改探索二



管理部门：以毕业设计为例（3月29日）

质控部统计分析：指导频次、开题率



毕业设计课题与本专业相关度和毕业设计课题与就业岗位工作相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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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课程学情调研

通过“智慧职教”调研功能，调研学

生对知识点学习情况，从而使课程负责

人、主讲教师能精准诊改。以教师为主

体的诊改对教学质量螺旋式提高影响更

大，也便于落实。

教

学

质

量

每门课程第一章为全

课程学情调查部分

某门课程诊改（例）



某门课程诊改（例）课程学情调研后的诊改



某门课程诊改（例）



预警线（可根据学校质控
要求的规划目标动态调整、
此处以50%为例）

数据流 预警反馈流

《典型零件数控加工工艺编制》 数控技术专业 教务处（校级）

课程自诊分析链解析



无 锡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W U X I  I N S T I T U T E  O F  T E C O N O L O G Y

某门课程的诊改（教师）



无 锡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W U X I  I N S T I T U T E  O F  T E C O N O L O G Y

学生线上学习资源使用统计数据



学生相关课程课件学习及进度统计数据



学生课程课件学习及进度统计数据



学生课程作业具体数据



注重学生过程考核，学习成果物化便于评价。

学生作品——钢管钳 学生作品——万向节 学生作品——油泵上体三孔镗夹具

能力较弱的同学——加工简单作品

能力较强的同学——加工复杂作品
课程能力达
成度诊断

学生作品制作，增强获得感



课证融通：“1+X”

在原有数控铣工种基础上，引入智能制造领域内国际水

准的专业技术认证项目NX-CAD与课程《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实现课证融通，落实了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学生SIEMENS NX CAD工程

师证书获取率达71%。

职业技能提升



教师线上教学资源使用统计数据



某门课程教师、学生线上访问统计曲线



课程层面诊改探索

校本实践中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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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本实践中的思考

顶层设计是个渐近的过程，新问题和新需求要求

诊改系统和诊改平台不断完善。

1.关于顶层设计

学校拥有多个子系统（信息孤岛），这些子系统

的功能完善也需要时间。

有实力的院校最好自己开发或与专业公司合作开

发诊改平台（借鉴是需要的，但重在结合学校实际，工

作要分步走，不要急于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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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本实践中的思考

常态纠偏（黄牌）不是简单的数据推出，需要分

析是什么原因出现了“黄牌”（如调课率）。

2.问题的关联思考

学生学习投入和教师教学投入是高职院校普遍存

在的问题，不是采用了“清考”就能纠偏或改进。

诊改既不是项目，也不是运动。诊改是个细活、

慢活，需要长期坚持……

学生/职员的退出机制
是个很大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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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本实践中的思考

常态纠偏——“8字上螺旋”中的活跃因素。

3.关于常态纠偏

常态纠偏——也是设计诊改指标体系中的难点工

作。与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中的诊断点确定有关

质保体系设计与参与者的获得感？

获
得
感

呼应感 受益感

尊严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参与感

信息化手段不是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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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本实践中的思考

阶段改进——“8字下螺旋”反映专业绩效问题

4.关于专业准入与退出机制

阶段改进——第三方评估在专业诊改中的引用问

题（麦可思或其他第三方毕业生质量调研报告？需

要建立校本毕业生短期和中期跟踪调研制度）

阶段改进——诊改对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指导作

用（短周期、长周期），进而建立专业准入与退

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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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本实践中的思考

专业与课程诊改指标体系体现了学校文化

5.诊改对青年教师培养有益

诊改指标体系也是专业与课程建设的模板

通过对诊改“说专业”与“说课程”既增进了对

诊改工作的理解，也推进了教学工作的规范性。

新教师尤其需要参与诊改工作，从中尽快成为合

格的职业教育教师



林处：有没有、动没动、有效否？



结束语

“两链”是诊改基础

不能重呈现轻改进

质量提升一直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