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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改理论的认识 纠偏哪些？检测标准？

理念？制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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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改平台的问题是大数据

核心是数据积累，然后遵照学校管理要求进行数据流转。



教育部新要求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等职业学校专业

教学标准》修（制）订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16]46号

一

 2012年教育部出台了高职高专410个专业教学标准

（18个大类）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制订专业教学标准，实现了“零的
突破”。

——2013年开始修订高职高专专业目录，从2004年及以后
的1170个专业 → 归总至748个专业（2017年增至761个）。

诊改理论的认识



教育部新要求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体例框架及编写要求

一

1. 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2. 入学要求

3. 基本修业年限

4. 职业面向（不提就业面向，与国家职业大典对应）

5. 培养目标（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6. 培养规格（毕业要求：素质、知识、能力等）

7. 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专业核心课程6~8门，2500~2800学时）

8. 教学基本条件（师资队伍：生：师=25：1（不含公共课）、教学
设施（粗线条，但要求用“国标”表示）、教学资源等）

9. 质量保证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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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标准）

授课计划（课程教学计划）

教学日志

课程辅导

调课管理

实训管理

毕业设计管理

校外实习管理

教学大纲统计

授课计划统计

教学日志统计

课程辅导统计

调课信息统计

实训室绩效统计

实训项目使用率

毕业设计开题、中检、指导、

成绩统计

校外实习基地使用情况统计

校外实习指导统计

二 课程诊改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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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填写，限时一周

教学信息管理系统

教学资料
填写

18项选择

二 课程诊改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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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日志

时间

内容

作业

出勤

地点
方式

随堂
测试



课堂互动有条件的课程引入第三方在线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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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课程引入第三方在线工具 课堂互动

实时掌握
学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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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设计

课程诊改的探索



体系运行 ——个专业自诊

一级指标：过程管理

二级指标：专业质量

三级指标：4个

四级指标：14

质控点：68个

专业自诊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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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运行——第一轮自诊 课程自诊报告
（65个质控点）

课程：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诊改预警

依据数据——诊改

成绩优良率、合格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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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以毕业设计为例（3月29日）

质控部毕业设计中期检查

管理部门：以毕业设计为例（3月29日）

质控部统计分析：指导频次、开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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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改预警

依据数据——诊改



学分互换

因材施教

服务支持

学分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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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支持

开发以项目为载体的创新创业成组选修课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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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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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能力达成度诊断

梯度评价学生制作成果，增强获得感
23



体系运行——课堂数据采集

数据名称 字段数 数据量

课程标准1418门 15 1961×15×24=705960

授课计划2024个 4 3778×4×24=362688

教学日志1415个 13 2689×13×24=838968

随堂测试9023次 17 12610×17=214370

调课344次 13 1307×13=16991

实训日志780个 10 1360×14=19040

实训室绩效167个 7 235×7=1645

实训项目绩效500个 6 1178×6=7068

教务系统
课堂数据总量：
2166630 字段

2016年9月1日— 2017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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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态数据，支持8字质量改进螺旋——通过平台，开展随堂小测试

和小练习，增强师生互动，通过教→学→评→返→改，及时掌握学

生学习情况，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2.改善了部分教学过程的透明状况——通过教学日志、授课计划等

信息的透明与实时，逐步实现教师由随意→约束→规范→自觉的转

变，提高教师的质量意识、质量文化认同感。

3.教室和实训室使用率提高——精准排课与实时预约，系统调课操

作及时释放功能，使得教室资源完全透明。

4.实时绩效统计、反馈——通过实时数据提供了常态化考核与持续

改进的基础数据，以此为基础向责任主体提供反馈信息。

体系运行——动态数据分析应用

 2016年在全校40个专业和280门课程进行了诊改试点。



考核

诊改落实

分析思考
个人行为？
设计安排？
制度文化？

26

制度配套



考核

诊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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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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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问题：资源丰富？制度配套？闭环程度？

教与学的精力投入：课前、课中、课后动态信息采集？

课程诊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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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质量分两类：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

——过程质量要规范，要有规范的标准，检查的

方法、记录的系统、抽查的频率，评判的原则，

反馈执行的机构、改进的措施等。

——结果质量要看进度和KPI绩效完成情况。

——不达标则需要改进。

课程诊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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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实现——细？实？简？

机制创新——人心向好与长效机制？

最难——管理人心，如何引导人心所向？文化认同，

政策环境引导（需要外界的压力和心理认同两个方面）。

“放水式”的教育教学——宽进宽出的标准？政府对

学校的有关考核指标（制度）问题？

课程诊改的思考



常态与闭环

有规范的动态监测：如教学日常巡查，网上动态监测、

闭环反馈等；

有进度的动态监测：如部门月度主要工作完成进度，

尤其是多部门协同工作的闭环问题；

有指标的动态监测：如资源建设投入使用情况、项目

申报与落实情况等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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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质量提升永无止境

研究先行，实践跟进

诊改工作一直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