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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之要点分析 
◆贺春保  何  娟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近年来，随着高职教育的蓬勃发展，加强内涵建设、追求高质量

发展已成为各高职院校的共识，整个社会都在关注和讨论，各高职院校

纷纷积极学习和探索建立适合自身的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体系，构建教学

质量监控体系框架。各高职院校都各取角度、各出心裁、各具特色。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工程宏大而艰巨，本文只就其中些许关键要点予以

探讨，以抛砖引玉。 

 

 

前言：笔者从事学生工作多年，对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学
生培养和教育模式都有了较为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近两年又专门
负责质量监控、教学督导方面的相关工作，对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建设就有了更明晰、更透彻的认识。 

2015 年教育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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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成厅【2015】2 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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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工作的通知》（职教成司函【2015】168 号）两
个文件,以促进高职院校建立常态化人才培养质量保证机制，主
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近年来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职院校加强内部质量保证系
统建设的热潮，各种研讨会、培训班如雨后春笋班纷纷涌现，各
高职院校也都积极学习、研究，意图探索处适合自身的模式。常
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算是这方面走在前列的院校之一，很多兄弟
院校争先恐后地前去取经，但很多院校 后都表示难以学习、难
以移植，在该校发展起来较为成熟的模式，在其他院校却总是“水
土不服”。很多院校的负责此项工作的同行坦言，现在都是在摸
着石头过河。这确实是现状。 

笔者认为，在这个“过河”的过程中，如果还不清楚到底哪
条才是适合合身的路径，又没有现成的模子可以套用，这就要求
我们不能瞎“摸”，因为瞎“摸”是会犯错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去“摸”路，而是要先“摸”清楚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具体是哪些。只有问题搞清楚了，才能
有的放矢地去努力。 

一、主要问题 
1、重视不够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虽有国家部委文件指引，但

真正执行到下面，程度深浅不一。表面上看，很多高职院校之前
没有质量监控相关部门的都陆续予以增设，虽然叫法不一，但实
质差别不大。很多院校的质量监控相关部门也在尝试做些事情，
但普遍地进展不大，甚至有的连努力的方向都很模糊。 

归根结底在于重视度不够，尤其是职业院校的决策层还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决策层的领导或还未下决心要改变，或
根本都还没有思路。这样的情况下，质量监控相关部门哪怕有想
法、有决心，但没有学校决策层的强有力的支持，人力、物力、
财力等方面的投入都不到位，也很难将想法付诸实际，因为单独
的一个部门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权利和能量，去完成这一庞大
而艰巨的系统性工程。 

2、教育模式“宽进宽出” 
笔者曾很多次听到负责过招生工作的领导讲大家一定要善

待学生，因为招生真的不易，有学生才有学校的发展。这话诚然
不错，但他们就是秉着这句话而振振有词地为继续放任“宽进宽
出”而辩护。行动上则是，对学生能护着就护着，能宠着就宠着。 

比如学生处分问题，该开除的只是警告一下，该警告的通报
批评了事，该通报批评的只是以谈谈话结束。怕学生出事、想不
开、心理问题，不敢教育学生，又要求整体平和，严整有序，
后结果就是将直接跟学生接触的一线辅导员、专任教师变为夹心
层，上有领导提出业绩要求，下有学生的不配合，为息事宁人，
不敢严格要求学生，只能哄哄哄这一招 好用。这样的情况下，
学风可谓是一片狼藉。 

降低学业标准，协助学生顺利混到毕业，你好我也好。比如

考试问题，学生平时不学习，考前向老师要复习资料，不然就可
能不过。久而久之，考试不过无所谓，因为后面全是路，而且越
走越好走。补考比初次考试简单，重修比补考容易，毕业前清考
更是包过关。很多时候学生考试要教师催着去，面子大的老师才
催得动。近两年不少高校会搞学业预警，比如一学期不及格课程
学分达到 4、5 分即给予学业预警，达到 6 学分则给予降级预警，
达到 8 分左右给予退学预警，学生连续两次接收预警，就要按照
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理：降级、退学等，但这有模有样的预警却没
有真正起上作用，因为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基本上不执行的。
后只落得空喊一场，辅导员、班主任为此反复谈话，忙得头晕，
到头来只是白忙，学生看看，学校和老师总喊狼来了狼来了，结
果连只虫子都没有来，所以一切依旧。 

这种模式以眼前利益换取长远福祉，实不可取。 
3、发展只重规模和速度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高等教育普遍醉心于规模的扩

张，即使今日依然也未有大的改观，只因为在很多评比、排名中，
规模大占有巨大的优势。与本科院校相比，高职院校本就天然地
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要想坚实地立足甚至往更高层次发展，规
模的扩张是第一个选择。从整体上看，高职院校本来在结构、质
量、效益等方面就问题多多，再加持续不断地扩招，势必造成生
均资源占有量的逐年快速下降，进而到教育质量下滑，并终至毕
业生质量在社会中可信赖度和学校整体声誉的逐年下降。如果长
此以往地如此发展而不改变，这终将是高职院校自毁前程的一条
不归路。 

4、内部质量保障制度缺失 
制度是指导和规范，它全面地影响和制约着内部质量保障体

系建设工作的开展。没有科学、有效、可行的内部质量保障制度，
就很难真正建立、健全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监控体系，也就很难保
证工作的方向在正确的轨道上。虽然这股热潮一浪又一浪地翻
腾，但很多高职院校在相关制度建设上并不积极，很多院校这方
面的相关部门都是草草创立，工作思路都还没有搞明白，制度就
更无从完善。很多都是由原来的教学督导相关制度稍加修改而
成，换个名字，并未改变实质，也有院校另起炉灶，但也只空在
国家部委划出的圈圈里晃悠，并未有实质性内容，缺乏质量监控
力度，相关评价更欠科学性。 

6、人员不足 
高职院校系统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而

且覆盖的工作范围较为广阔，很多院校跟着风潮，匆匆上马，甚
至有些院校只是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的要求，而设置相关职能部
门，工作种类、内容都很多，而人员无论数量、素质都显不足。 

二、对策分析 
1、应做好顶层设计 
学校党委作为高职院校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在做好学校

的顶层设计中起着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在事关学校发展的战略
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上，党委拥有重大决策权，担负着指
引学校科学发展的重任。高职院校党委层面所形成的关于学校发
展的总体指导思想，将相应地形成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和
宏观战略，并 终影响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 

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这一大而艰巨工程的实施中，质量
监控职能部门担负着全面协调的职责，二级教学单位是质量生成
的核心，其他相关行政职能部门为提升教育质量提供基础保证，
而则担负着全面领导的职责，而且是强有力的主导主体，如同作
战指挥部，校长则是工作全面展开的指挥。这个指挥部要给予质
量监控职能部门实际的权利和有力的支持，以助实施。 
在这个组织机构中，如果党委不重视、不作为、支持弱，质量监
控职能部门就会沦为花架子、虚楼阁，根本做不出实绩，甚至只
能随便做些事，自娱自乐而已。二级教学单位则落得一盘散沙，
各自为政。其他行政部门就更是能躲多远躲多远，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了。 



2019 年 3 月（总第 196 期） 

1301  

职教探索 

很多高职院校到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考察、学习后纷纷感
叹该校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做得好，但又惋惜于自身无法模
仿和复制， 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内部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学校党委在凝心聚力，党委
书记亲自挂帅出征，由此自上而下便形成了一个运作流畅的通道
和协调有序的体系，而很多院校缺少这一点。 

2、要痛下决心 
时至今天，加强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之风越演越烈，完全

可以说已深入人心。所以高职院校再也不应该继续无动于衷，时
代在变，要想一直稳稳立足甚至是更进一阶，质量观一定要放在
每一位职教人的心中。尤其是高校的决策层，一定要下定决心改
变和前进，要有壮士断腕的豪气摒弃一切陋习痼疾。要理清思路，
切实转变只重规模与速度的发展方式，逐渐转向以内涵建设为
主，注重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上去。要切实
改变“宽进宽出”的教育模式，树立教育产品精品意识，提高学
生学业标准，严于要求。没有制度的要立起来，有制度的要切实
执行起来，责任部门要执行有力，确保实效。通过严格的要求和
督促，使学生对于制度和学习有敬畏感，有紧迫感，有驱动力，
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引导学风往好的方向转变，改变学校和教师
一厢情愿的被动、尴尬局面。 

好在现在国家和社会对此已有觉醒，质量观念逐渐在现实中
得以体现。今年 10 月，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对经补考后
学业成绩未达到要求的 22 名学生予以退学处理、40 名学生予
以留级处理，开了一个好头，以一时痛换得治校、治学的风清气
正，究竟值不值？算清这笔账不需要太高的智商。 

3、要真抓实干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关注的是如何提高教学质

量，以进一步促进学生质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是当今及
以后院校生存、发展的生命线，所以，来不得半点虚假，任何花
言巧语、花拳绣腿都是在给自身帮倒忙。所以高职院校应该真正
俯下身来、沉下心去，潜心学习、研究，苦心孤诣，寻找出一条
适合自身发展的建设之路、质量之路，讲真话、做实事，切实把
教育质量抓牢抓好，确保自身所培养的教育产品都是合格的硬通
货，于学校、于教师、于学生、于家长、于企业、于社会、于国
家都带来实惠和福祉。 

4、要健全制度 
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高职院校开展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建设,应建立全面质量管理制度，以此普遍加强教师、学生的质量
意识,促进整体质量追求；同时，还应建立合理的激励与约束制度,
使质量监督有的放矢, 真正起到促进作用；另外，应形成科学、合
理的教学管理机制,确保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全面实施。 

5、要建好队伍 
高职院校开展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应建立一支高素质的

质量监控与管理队伍，这是理想、目标和规划付诸实施的重要保
障。这一队伍的组成应充分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和院校的个
性，建议由校内外专家、资深教授和学者、企业工程师、技师等
专、兼职人员组成。对于他们，应重视之、重用之，要尽力为他
们的工作创造条件、提供支持和动力，要通过进修、培训等方式
不断提高其工作水平。 

结语：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业已产业化。虽然高等教育产业
化的发展方向是发挥教育的公益性和产业性，走教育、科研、企
业一体化的道路。但这种形势必然要求其教育活动市场化，其教
育机制企业化。高职院校也随之被推向市场，市场手段在高等教
育领域发挥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高职生就成为了市场供需关
系中的一种商品，同时也是教育消费者，高职院校如果不关心消
费者权益，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产品，终将被社会和市场所淘
汰。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正是为此而生，各高职院校只有勇立
潮头、大力作为，才能胜利地奔向更开阔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马丽杰.关于高职院校实施教学质量监控的研究.中国职

业技术教育,2011.08 
[2]阮先会.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北京:光明日报出

版社,2010.13 
[3]史晓君,董光.高职院校教学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创新

与完善.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02 
[4]唐利群.教学质量监控保障机制建设的作用和内容.统计

与管理，2015.09 
 
作者简介： 
贺春保，男，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讲师，国家三级心理

咨询师，现工作部门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质量监控办、督导
处。 

何娟，女，硕士学位，现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后勤服务
中心、校园建设处副主任、副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