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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平台在教学工作诊断 

与改进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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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09000） 

 
摘要：本文结合高职院校工作实际，联系国家相关政策介绍了高职院校

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平台的发展历程及其平台内容结构，分析了该平

台在现阶段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中的作用和地位，重点分析了其具体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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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状态数据采集平台的发展历程 
2008 年 7 月，教育部首次公布了《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

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作为《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
估方案》(教高[2008]5 号)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平台是开展人才培
养工作评估的基本依据，也是推动高职院校更好地开展教学管理
的制度化、标准化和信息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该平台从 2008 年
启用至今，一直在不断地升级和改版，先后经历了“适应第二轮
评估，从没有数据到有数据转变”、“适应高职的发展，数据采集
从不方便到方便转变”、“适应大数据需要，数据从局部应用到全
方位应用的转变”和“适应“诊改”工作的需要，全面提升平台
的智能化水平”等四个阶段，其功能随着信息化的推进和时代的
发展，也得到了逐步完善和提高。 

2 状态数据采集平台在“诊改”工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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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成厅〔2015〕2 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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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成司函》〔2015〕168
号）等文件都明确指出：要形成基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
数据的诊改工作机制，保证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高。说
明状态数据平台建设，是诊改工作的基础性建设，是检验诊改工
作是否有成效的关键之一。此外，文件还要求各个学校以“人才
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应用为中心，推动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信息
化全面上水平。状态数据平台在是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对评估学
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也是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信息
化，促进高职院校构建教育教学质量保障机制的重要途径，有利
于从学院层面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助力科学决策、实施宏观调控，实现规范管理。现目前，通
过对此平台的数据分析，可以全面掌握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状况，
通过对平台综合数据的全方位比较可以明确学校的发展定位，通
过查询和比对数据，可以对学校建设与发展提供有意义的数据参
考，通过强化用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可以进一步强化学校管理
的信息化水平，同时通过对数据的监测和应用，还可以发现学院
存在的问题。因此，使用好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
采集平台对开展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3 状态数据采集平台的结构分析 
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包括数据体系、数据采集系统和数

据应用系统三个部分。其中数据体系包括数据标准和数据字典，
对需要采集的数据的定义和标准作了详细的规范和注释，数据采
集系统则囊括了单机采集和网络采集两种版本，主要由高职院校
进行相应的数据采集，数据应用系统则是在数据采集的基础上对
所有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可提供较为完整的数据分析报
告，为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便于为教育
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以 2018 版为例，平台标有字段注释
177 项，分别对“三校生”、“对口高职生”、“生活用房”、“课程
属性”和教学名师等 177 个字段进行了详细说明和界定，为数据
采集提供了基础。需要高职院校填报的数据内容涵盖了基本信
息、院校领导、基本办学条件、实践办学条件、办学经费、师资
队伍、专业 、教学管理与教学研究、社会评价、学生信息、补
充数据等 11 个一级指标和占地、建筑面积、馆藏图书资料、信
息化建设情况、固定资产、校内实践基地、校内专任教师、校内

兼课教师、专业带头人、教学与学生管理文件等数十个二级指标，
这些指标数据之间又相互关联，通过对各个数据字段的填报既能
反应数字的匹配问题，又能真正反映出学院建设的内涵问题。 

4 状态数据采集平台在“诊改”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是各高职院校结合自身办学理念 、办

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等相关人才培养工作要素，查找自身的不
足与完善提高的过程 ，这就恰好需要有大数据的支撑。状态数
据采集平台已经具有多年的数据积累，且所有数据相互关联甚至
直接关联到数据的最底层，也就是从全国数据关联到省级数据再
进一步关联到学校数据，教育部的每一个数据都完完全全地来自
于基层院校。各个数据之间可以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全方位比较，
数据应用脉络清晰、一目了然，既全面又完整，在一些核心数据
中，还提供了国家和省市级示范、骨干院校的数据参照，如全国
示范中位数、国家骨干及省示范中位数、同类中位数、省中位数、
全国中位数和各指标等（见图 1），便于各个学校将自己的数据
与相关参考数据进行比较后对自己进行正确的定位，也能及时总
结经验、查找不足。在数据采集时，所有数据均来自源头并自动
计算，系统会对异常数据提出警示，但又不会对数据做任何改动，
这就保证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有效性，便于各院校更好地开展
自查和诊断工作。 

 
 
 
 
 
 
 
 
 
 
 
 

图 1  核心指标及其对比 
通过对该平台数据的深度挖掘，我们将能从其中查找到当前

开办最多的学生专业、最多学校开办的专业、就业最好或者最不
好的专业、示范专业、特色课程、各专业校企合作情况、师资分
布状况、各学校获奖情况、顶岗实习情况、经费投入情况等各项
信息，便于为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此外，目前状态数据采集平台还实现了与高等职业院校适应
社会需求能力评估、《高职年度质量报告》等平台的数据共享，
便于各高职院校在开阵诊改工作时进行全方位的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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