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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5 年下发《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

进制度的通知》、《关于做好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

的通知》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试点学校复核

工作指引（试行）》后，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试点工作在全国各所

中高职院校中不断推行。各所中高职院校逐步向不依赖外部评估、

发挥教育质量保证主体和实现自我承担质量保证主体责任的方向

发展。本文从中职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面临的实际难题出发，分

析现状，并进行对策研究。

1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概述

时任教育部职成司高职发展处副处长任占营，在《职业院

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建立职业

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是‘管办评’分离的必然选择”“建

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是学校履行主体责任的重要

内容”和“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是持续提升培

养质量的重要抓手。”其主要任务是“完善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

体系”“提升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建立8字型质量改进螺

旋，优化和构建制度体系、文化体系“双引擎”[1]。

2  中职校教学诊断与改进的实际难题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文件和专家，对中职校教学质量建设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中职校在实施教学工作改的遇到不少实际难题。

2.1产生“内生动力”观念领会

国家和地方推出示范校、重点校等项目建设和质量评估等工

作，中职学校在“以项目推动改革”“以评估促进改革”等建设中

凝聚了优质资源、积累了办学经验，促进了教学改革发展。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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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评估等，基本都是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第三方组织，通过回

溯、总结等静态方式来“证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质量。

中职校教学诊断与改进的实施，主要目的是“不断发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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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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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诊断与改进工作是实施“管办评”分离要求下的职业院校自

觉行为，通过螺旋、前瞻等动态“改进”教育教学工作。中职校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要改变外部驱动为激发“内生动力”观念领

会是其实际难题之一。

2.2适应“三全原则”要求落实

学校管理层作为主导者推动项目建设和评估工作时，教职工

和学生的工作是配合。而诊断与改进则是涵盖五个纵向系统、五

个横向层面所有环节，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全

校性系统工作。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中，把“是一把手工程”理解为“这是

管理层的事情”，以“被动执行者”身份和姿态，显然是不正确的。

正确理解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是贯穿教学实践，融入

全校性系统工作也是实际难题之一。

2.3“大数据”信息平台研发完善。

要保证科学性、真实性、可行性和常态化，“大数据”信息化

数据平台是开展诊断与改进工作的重要基础之一。各学校信息化

建设水平不同，整体规划、同步设计、分步实施自主研发诊断与

改进共享信息化数据平台，也是实际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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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与改进信息化平台录入时，数据真实非常重要，否则

无法反应真实问题数据没有意义。收集的数据需要便捷，减少

不必要人力物力投入，否则有损于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的常态化

和高效化。

3  中职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的对策研究

中职校面对上述难题，需要寻找对策，从管理、依归、

实施和技术等四个方面着手，将有利于教学工作诊断与改机的

推进。

3.1管理上寻找切入基点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项目参考表，涵盖学校办学定位、人

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建设、招生就业、设施

设备、质量监控等等。中职校作为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的主体

承担任务。

面对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学校统筹教育全局是不可以或

缺的。学校在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和专项规划基础上，以国家和

地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求，制订相应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运

行方案。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运行方案全面铺开，首先需要寻找切入

基点，并从切入基点出发，实现诊断与改进的局部突破。如，

以专业质量建设为切入基点，构建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实现突破，

进而推动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的推进。

3.2依归上打造两链螺旋

在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等五个横向层面（即

“五横”）上，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有“建立完整和相对独立

的自我质量保证机制”的要求。故以学校规划目标的统领下，

各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分别建立各自目标，每层面根据实

际情况反复研讨论证，确定有可靠依据的目标。

“标准是目标的支撑，是诊断的标尺”[ 3 ]。横向五个层面

建立各自“下有底线，上不封顶”的多维度、多要素和可测

量的标准。

目标和标准要求纵横联结，并且形成全校性的目标链和标准

链。目标和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集中体现在“8字螺旋”上。

其意义在于营造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持续良性运行、上下左右

联动、自觉改进提升”[4] 的动力机制，其关键在于“诊断”与

“改进”两个环节。诊断是为发现问题，改进则为激发内生动力。

3.3实施上发挥全员作用

中职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学校教育工作的所有方面，其“全员、全过程、全覆盖”的

“三全”原则需要贯彻。很多中职学校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发

动全体教职工积极参与到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中来，以体现和贯

彻“全员”的原则。如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很容易形成“少数

人干、多数人看”的尴尬现象，让“全员”就变成了一句空话[5]。

如何吸引教职工积极参与，发挥教职工在教学工作诊断与改

进中的主体作用、并促进教师队伍成长呢？因此，在实施上要做

到发挥全校上下、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作用。既要高度重视，又

要注重落实；既要分工明确，又要团结合作。全校全员积极主动、

团结一心，进而稳步推进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取得实效[6]。

3.4技术上研发数据平台

信息化建设水平是中职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非常重要的基

础。信息化数据平台应当以需求为导向、自主研发，并且与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一起协调设计、整体规划。

在设计诊断与改进信息化平台的数据中心时，要破解信息

孤岛问题。统一的数据标准、数据交换接口规则由学校制定；针

对不同的层面设定检测标准，将目标和标准进行量化；实现能

形成个人画像、并能实时查看自己有关各项数据的“大数据”平

台，要让每一位在校师生员工都能拥有自己的个人工作页面；平

台对各项数据能进行汇总、分析和预警反馈，为学校人才培养

质量和诊断与改进成效提供数据支撑，为学校治理和决策提供

有效依据[7 ]。

3.5共建上实践协作机制

在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不论是构建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数据

中心，还是全面提升中职校质量管理的水平，单靠自身难以在

数据标准进行统一、难免看到自身存在不足[8]，因此与兄弟学

校建立和实践协作（组）机制，共同探索、共制标准、相互

协作、取长补短、，在统一标准、资源共享等方面能取得良好

效果[9 ]。

4  结语

综上，中职校的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是一个持续的、长期

的过程。清晰认识其实际难题，理清思路，在实践中履行人才

培养的主体责任；分析现状、有效地建立和完善运行机制，实

现8 字型质量改进螺旋；积极主动，逐项突破，优化和构建制

度体系、文化体系“双引擎”，进而稳步顺利地推进教学工作

诊断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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