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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双线”常态化诊改，保证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
——以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为例

王　彤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职业院校开展诊断与改进工作的目的是，建立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保证学校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研究与

实践了以建设任务（或标准）和建设水平（或个人发展）为两条主线的自主诊改。学校层面主要以年度目标任务和办学水平开展诊改；

专业层面主要以年度建设规划与专业教学标准和建设水平开展诊改；课程层面主要以年度建设规划与课程教学标准和建设水平开展诊改；

教师层面主要以年度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师个人发展标准开展诊改；学生层面主要以年度学生发展规划和个人发展标准与综合素质评价开

展诊断并引导改进。职业院校通过年度建设任务诊改工作，保证学校规划目标最终达成。同时，开展学校建设水平评价诊改，保证了学

校办学水平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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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教育部办公厅、职成教司相继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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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

行）〉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 168 号），要

求高职院校自主建立内部质量保证体系。2016 年教育部确定了 9 个

省 27 所高职院校作为全国高职院校诊改试点学校，全国高职院校

开始启动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2017 年

广西教育厅下发的《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职业院校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教规范〔2017〕5 号）

文件要求广西各高职院校开展实施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诊断与改进工作。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健全学校内部质量保障制度”。2021

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要求“完善质量

保证体系”“推进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广西

农职大）于 2017 年 8 月正式启动了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

改进工作，依据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制定的目标，编制了学校《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方案》，建立了学校、专业、

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的常态化诊断与改进工作制度，扎实

推进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和质量。

一、基于目标和标准体系，构建建设任务与建设水平的“双线”

诊改

依据学校五年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建立学校内部质量保证

体系的目标体系和相应的标准体系，各层面、各部门按照规划分

解的年度“目标任务—标准—实施—诊断—改进”8 字形质量改进

螺旋运行机制，依托校本大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提供的监测、

预警支持，开展常态化、以建设任务和建设水平（或个人发展标准）

的两条主线自主诊改。学校层面主要以年度目标任务和办学水平

开展诊改；专业层面主要以年度建设规划与专业教学标准和建设

水平开展诊改；课程层面主要以年度建设规划与课程教学标准和

建设水平开展诊改；教师层面主要以年度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师个

人发展标准达成度开展诊改；学生层面主要以年度学生发展规划

和个人发展标准达成度与综合素质评价开展诊断并引导改进。

二、开展常态化“双线”诊改运行

（一）学校层面——按年度目标任务和办学水平两主线进行

考核诊改

1. 诊改内容。

⑴各部门年度目标任务达成度诊改。依据规划目标，按学校

→职能部门、教学系部→教研（科）室→具体负责人四级分解年

度目标任务，编制《责任清单》《任务分解表》，制订可行的考

核标准，从重点工作、常规工作、特色亮点、总结述职共 4 个维度、

40 个质控点，对各部门年度工作任务达成度进行考核诊改。

⑵学校办学水平诊改。从生源及就业水平、教学及教改水平、

科研及推广水平、国际交流合作水平、社会服务水平、社会影响

力水平、办学条件共 7 个维度、49 个质控点进行诊改。

2. 诊改运行。依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平台和校本大数

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及办学水平评价指标，对广西农职大年度目

标任务完成情况和办学水平评价指标的达成度进行动态实时监测、

及时预警、不断反馈、自纠改进。主要围绕两条主线进行诊改：

一是开展年度目标任务达成度的季度自查自纠、期末自我诊改、

年度诊断；撰写年中、年度诊改报告，剖析问题和不足，提出明确

的改进措施，纳入下半年或下一年度任务；修正规划目标和标准，

实行螺旋式改进提升。由人事处组织进行部门绩效考核、评优评先。

二是开展年度办学水平自测自纠、三年一轮的测评诊改，撰

写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和办学水平诊改报告，剖析问题和不足

成因，提出明确的改进措施，纳入下一年度（轮）任务。修正目

标与规划，确保办学目标达成。

（二）专业层面——按年度建设规划与专业教学标准和建设

水平两主线进行诊改

1. 诊改内容

⑴专业教学与建设规划达成度诊改，包括专业教学标准和年

度建设任务诊改。从专业与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生

能力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招收留学生人数、科研与社会服务、

培养方案完善、知识能力要求、基本技能要求、综合技能要求共

9 个维度、88 个质控点进行诊改。

⑵专业建设水平诊改。从专业定位、教学团队、实践教学基

地、课程体系、教育教学改革、教学资源、生源规模、就业质量、

科技研发水平、标志性成果共 10 个维度、39 个质控点进行诊改。

2. 诊改运行。依托校本大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及专业建

设水平评价指标，对专业年度教学标准和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及建

设水平评价指标的达成度进行动态实时监测、及时预警、不断反馈、

自纠改进。主要围绕两条主线进行诊改：

一是开展专业教学标准和建设目标任务达成度的年中自查自

纠、年度诊改；撰写诊改报告和人才需求调研报告，剖析问题和

不足成因，提出明确的改进措施，纳入下一年度任务。修正培养、

建设目标，完善课程体系和教学标准及建设规划；实行螺旋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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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提升。由教务处组织进行考核。

二是开展专业建设水平年度自测自纠、三年一轮的测评诊改；撰

写诊改报告，剖析问题和不足成因，提出明确的改进措施，纳入下一

轮任务。修正目标与规划，确保专业建设目标达成。由教务处组织进

行专业测评，依据学校《专业设置与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进行增撤。

（三）课程层面——按年度建设规划与课程教学标准和建设

水平两主线进行诊改

1. 诊改内容

⑴课程教学与建设规划诊改，包括课程教学标准和建设水平

诊改。从课程开发、教学设计、资源建设、教学团队、实践教学、

质量监控、研究成果、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共 1 0 个维度、

49 个质控点进行诊改。

⑵课程建设水平诊改。从课程定位、教学团队、教学改革、

课程资源共 4 个维度、11 个质控点进行诊改。

2. 诊改运行。依托校本大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和课程建

设水平评价指标及教学过程学生表现（参与讨论、回答问题）、

完成作业、实验报告和阶段测验（含在线检测）结果，对课程（堂）

教学标准的执行和教学质量及课程建设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实时监

测、及时预警、不断反馈、调整改进。主要围绕两条主线进行诊改：

一是开展课程教学期中自查自纠、期末自我诊改，适时改进

课堂教学形态；依据期末学生成绩、及格率、教学效果、师生评

教等结果，考试课程撰写教学质量分析报告，进行考试成绩、试

题质量、教学效果分析，提出明确的改进意见。

二是开展课程建设目标任务达成度的年中自查自纠、年度诊

改和课程建设水平的年度自测自纠、三年一轮的测评诊改；撰写

诊改报告，剖析问题和不足成因，提出明确的改进措施，纳入下

一年度（轮）任务。修正规划目标与规划，实行螺旋式改进提升，

确保建设目标达成。由教务处组织进行测评考核。

（四）教师层面——按年度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师个人发展标

准两主线进行诊改

1. 诊改内容

⑴师资队伍建设诊改，从数量建设、结构优化、能力提升共

3 个维度、20 个质控点进行诊改。

⑵教师个人年度发展自我诊改，从师德修养、教育教学、教

研科研、社会实践共 4 个维度、35 个质控点进行诊改。

2. 诊改运行。依托校本大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和师资建

设和教师发展标准。对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师个人发展情况进

行实时监测、及时预警、不断反馈、自纠改进。主要围绕两条主

线进行诊改：

一是开展师资队伍建设目标任务达成度年中自查自纠、年度

诊断；撰写诊改报告，剖析问题和不足成因，提出明确的改进措施，

纳入下一年度任务。修正建设目标与规划，实行螺旋式改进提升。

由人事处组织进行考核。

二是开展教师个人发展目标任务达成度期中自查、期末自查

自纠、年度和三年一轮的自我诊改，及时调整进度。依据师生评

教结果，写出《学期教学工作总结》；依据年度目标任务达成度，

撰写诊改报告，剖析问题和不足成因，提出明确的改进措施，纳

入下一年度（轮）任务。修正个人发展目标与规划，实行螺旋式

改进提升。由人事处和教学系部组织进行绩效考核，不定期指导

和帮助教师实现发展目标。

（五）学生层面——按年度学生发展规划和学生个人发展标

准与综合素质两主线进行诊断并引导改进

1. 诊改内容。

⑴学生发展规划诊改，从实践育人、队伍建设、资助育人、

思政建设、心理育人、宿舍管理共 6 个维度、39 个质控点进行诊改。

⑵学生个人年度发展与综合素质自诊并引导改进，学生个人

发展从学业发展、职业能力发展、社会能力发展、个人素养共 4

个维度、26 个质控点进行诊改。综合素质从思想品德、学业表现、

文体表现、能力表现共 4 个维度、25 个质控点进行测评。

2. 诊改运行。依托校本大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和学生个

人发展规划和综合素质测评等标准。对院系学生发展和学生个人

发展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及时预警、不断反馈、调整改进。主要

围绕两条主线进行自诊与引导改进：

一是开展发展目标任务达成度的年中自查自纠、年度诊断；

撰写诊改报告，剖析问题和不足成因，提出明确的改进措施，纳

入下一年度任务。修正发展目标与规划，实行螺旋式改进提升。

由学生工作处组织进行考核。

二是组织学生开展个人发展目标达成度的期末自查自纠、年

度自我诊改和期末个人综合素质自评及班级测评。及时调整进度，

填写诊改报告，剖析问题和不足成因，提出明确的改进措施，纳

入下一年度任务。辅导员和班主任依据学生个人发展情况、考评

结果，有针对性的引导学生修正个人发展目标与规划，根据自身

特点选择参与相关项目活动和不断改进提升自己。由学生工作处

和教学系组织进行考核测评。

三、年度诊改效果

通过开展诊断与改进工作，学校建设了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根据 2018-2020 年度《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诊改实施方案》《内部质量诊改运行实施办法》

和《部门绩效考评工作方案》要求，每年组织学校各层面、各部

门按照对应的时间节点，开展常态化的年度目标任务达成度自查

自纠、诊改工作，撰写诊改报告，找出问题，分析成因，提出下

一步改进措施，强力推进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并按时完成。近三

年广西农职大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率 96% 以上。

四、结语

完善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是保障职业院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前

提，对于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职业院校通过年

度建设任务诊改工作，保证学校十四五规划目标最终达成。同时，

开展学校建设水平评价诊改，保证了学校办学水平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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