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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职业院校教学诊改推进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石国芳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0）

摘要：教学诊改工作自 2016 年启动以来，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积极探索实践“学、建、做、评”教学诊改推进模式，破解了诊

改落地“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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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式的运行

（一）学懂弄通是前提

针对诊改是新生事物，教职工一下子难以完全理解、存在畏难

情绪的问题，学校除了按常规办法组织学习培训之外，主要通过尝

试编写大家喜闻乐见的系列“诊改打油诗”，引导师生员工饶有兴

趣地主动学习诊改，确保在吃透弄懂的前提下明明白白做诊改。

这些打油诗通俗明了、朗朗上口，受到教职工普遍欢迎，也

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学习效果，营造了人人学习诊改、人人参与诊改、

人人支持诊改的良好氛围。

1. 关于打造两链

上有规划：顶层设计有规划；下有计划：上下衔接订计划；

自我定位：目标分级把位定；标准细化：标准贯通须细化。

2. 关于螺旋运行

目标是起点：目标标准定方向；制定好方案：决策计划措施

强；小循环纠偏：小环预警防走样；大循环向前：大环引导执行

畅；实施完诊断：诊断结论须周详，诊断后改变：创新发展变模样；

新目标构建：确定新标再起航；下一轮完善：螺旋上升提质量。

3. 关于引擎驱动

领导重视：领导决策来领航；制度执行：考核激励作保障；

文化认同：质量文化入人心；师生满意：师生均言获感强。

4. 关于平台构建

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绘蓝图；分步实施：智慧校园变通途；

立足实际：信息平台做支撑。贵在应用：数据应用成果出。

（二）构建螺旋是关键

通过结合学校实际，科学构建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

五个层面的诊改 8 字螺旋，明确诊改实施的具体路径与内涵要求，

确保在全面把握诊改规律的前提下清清楚楚做诊改。具体做法是年

初立足于工作目标和标准，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组

织实施；同时通过常规教学管理以及信息管理系统、状态数据等相

关信息平台进行过程监测，及时预警和纠偏；年底实施结束后，对

照预设目标、标准以及取得的成效开展诊断；然后根据诊断意见进

行学习、创新和改进；最后形成下一轮新的发展目标。

为了理解诊改 8 字螺旋内涵，学校编写了对应的自我诊改口

诀：诊改自我先画像，目标标准定方向，制定计划明措施，监测

预警防走样。结果导向出成效，诊断问题须周详，对症下药促改进，

螺旋提升我更强。

（三）做实诊改是重点

根据工作任务不同，学校灵活采取了三种方式实施诊改。一

是融入日常做常规诊改，形成了一日一反思、一周一例会、一月

一小结、半年一总结、一年一循环的常规诊改模式；二是创新方

法做周期诊改，借鉴医生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处方，实施检查、

诊断、用药、治疗的工作模式，探索实践了相对简洁明了、易于

操作的“开处方”教学诊改模式，对五个层面定期做周期性诊改。

其中，学校、专业、教师、学生层面是一年一诊改，课程层面是

开设学期做诊改；三是聚焦重点做专项诊改，比如先后开展优质

校创建、技能大赛、办学满意度、学生品牌建设、质量文化建设、

双师教师队伍建设、思政课建设、平安校园建设、品牌就业等专

项诊改，均达到了预期效果。

“开处方”教学诊改模式由学校编制的“系列诊改处方笺”“八

步自问诊改法”和“自我诊改口诀”三部分融合构建。系列诊改

处方笺包括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的诊改处方笺，

不同层面的处方笺形式基本一致，但诊改内容各有侧重。诊改处

方笺作为教学诊改实施的载体，以表格形式对“8 字形质量改进

螺旋”各环节内容予以序化、细化和量化，分为“工作现状、工

作目标与标准、工作设计与方案、实施过程监测与预警、实施效果、

诊断意见、改进措施以及考核意见”共八步流程，处方笺中的“诊

改备注”详细说明每个诊改步骤的具体内涵及操作要点。

其中，“八步自问诊改法”对照诊改处方笺中的八步流程，

以自问形式依次提出“我是谁→做什么→怎么做→如何控→做到

否→啥问题→如何改→有效否”8 个层层深入的诊改问题。为了

对上述 8 个问题一一进行自问自答，根据诊改实施环节逐步填写

“处方笺”，做实诊改。

（四）考核评价是保障

将诊改与考核相结合，考核评定结果纳入部门年度二级分配，

并与个人发展挂钩，体现以外部监管为主向以自我诊改为主转变。

学校将诊改工作与考核激励相结合，研究制订了学校、专业、课程、

教师、学生层面的诊断与改进实施办法及考核办法，分层分类对

诊改工作实施客观考评，并按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三级评定等次，

考评结果纳入部门年度二级分配，并与部门评价、个人发展挂钩，

体现以外部监管为主向以自我诊改为主转变，为诊改顺利推进提

供了有力保障。

二、实施效果

在学校近几年的诊改实践中，“学、建、做、评”教学诊改

推进模式在探索中不断得以完善和得到检验，既促进了教学诊改

在实践操作层面有效落地，又助推了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稳步

提升。学校基本建立了“责任分级、目标分解、标准量化、计划

公开、过程监控、及时纠偏、事后诊断、引擎驱动、平台支撑、

持续改进、螺旋提升”的诊改运行机制和质量文化，提升了教育

教学质量，促进了办学目标达成，取得了诊改预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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