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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
知识问答

1.什么是“诊改”？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简称“诊改”工

作，诊改工作是建立常态化自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机制，引导和

促进高职院校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提升内部质量保

证工作成效的过程。重点是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建设与运行。

2.“诊改”的依据是什么？

重要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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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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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于确定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试点省份及试

点院校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6]72 号）；

（4）《关于全面推进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

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7]56 号）；

（5）《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

指引（试行）》（职教诊改〔2018〕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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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做好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

复核工作的通知》（鲁教职函〔2020〕21 号）。

3.“诊改”的工作方针是什么？

“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的十六字方

针。

4.“诊改”的目标是什么？

通过持续规范的自我约束、自我评价、自我改进、自我发展，

建立并运行全要素网络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不断提升办学活

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实现自我诊改是关键。

5.“诊改”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构建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提升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

水平、树立现代质量文化。

6.“诊改”周期是多长？

根据教育部文件，职业院校诊改工作 2016 年启动，每三年

至少完成一次诊改工作。在学校自主诊改基础上，每 3 年抽样复

核的学校数不应少于总数的 1/4。

7.什么是诊改复核？“诊改”复核结论有哪些？

诊改复核是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学院自主诊改工作有效程

度的检验。复核结论有两种即“有效”、“待改进”。

8.“诊改”与“评估”的区别？

诊改与评估最关键的不同是评估是通过外部评估促进学院

发展，而诊改是要求通过自我诊断与改进建立质量主体意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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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常态“诊改”和质量螺旋提升。

9.如何更深入的了解诊改动态？

全国职业教育诊改网的网址是：http://www.zyjyzg.org/

学院诊改专栏的网址是：

http://zljk.qchm.edu.cn/5717/list.htm

10.诊改中强调的“三全”、“三步”含义是什么？

“三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三步”：事前（目标、标准）、事中（监测、预警）、事后

（诊断、改进）。

11.“诊改 55821”的含义是什么？

5-五纵系统

5-五横层面（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

8-“8 字型质量改进螺旋”

2-双引擎（激励机制、质量文化）

1-数据平台

12.什么是“五纵五横一平台”质量保证体系？

建设“五纵五横一平台”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即按照决策指

挥、质量生成、资源建设、支持服务、监督控制等五个系统，从

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等五个层面，以校本数据平台为

依托，建设完整且相对独立的自我质量保证机制，逐步形成全要

素网络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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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五纵五横一平台”质量保证体系示意图

13.什么是“8 字型质量改进螺旋”？

“8 字型质量改进螺旋”是指全面提升质量的工作过程，由

两个循环构成一个 8 字型。依据目标和标准，组织实施，在工作

过程中分析数据、诊断问题、及时改进，促进向更高的目标发展，

形成不断提高的质量改进螺旋（循环提升）。

第 1 个循环是大循环，依据目标（起点），制定标准，设计

行动方案，组织实施，全程进行自我诊断，不断找到差距，通过

激励、学习及创新，改进提升，建立更高一层的发展目标。

第 2 个循环是小循环，是指在实施工作的过程中，通过外部

监测，进行数据分析，随时发现问题，及时发布预警，督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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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人员采取切实措施，改进行动方案。

图 2 学院层面“8”字型质量改进螺旋

14.不同层面如何实现“8 字型质量改进螺旋”？

从相应的目标开始，制定标准，进行实施，通过自我诊断和

外部监测，进行数据分析，随时发现预警、及时调整改进，向更

高的目标发展，促进工作质量的循环提升。

15.什么是诊改“双引擎”？

诊改“双引擎”就是 55821 中的“2”。

文化引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人才观、成才观、教

育观；现代质量观。

机制引擎：自我激励机制、考核性激励机制、联动机制。

16.什么是目标链和标准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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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链是依据学院发展规划及其子规划，由学院总体发展目

标，专业发展目标、课程建设目标、教师发展目标、学生发展目

标，各部门工作目标、各专业发展目标、各课程建设目标、教师

个人发展目标和学生个人发展目标构成的自上而下、层级分明、

内容关联的目标体系。

标准链是依据目标链，由学院管理服务标准、专业建设标准、

课程建设标准、师资队伍建设标准、学生全面发展标准构成的内

容关联、相对独立的标准体系。

聚焦核心要素、关注诊改轨迹、尊重校本特色。

19.学校层面诊断内容包括哪些？

学院发展规划是否成体系，学院发展目标是否传递至专业、

课程、教师等层面，目标是否上下衔接成链。学院机构职责是否

明确，是否建立岗位工作标准，标准和制度执行是否有有效机制。

是否建有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分解、实施、诊断、改进的运

17.诊改横向五层面质量主体是什么？

学校层面：学院领导、管理部门；

专业层面：专业团队；

课程层面：课程团队；

教师层面：教师个人；

学生层面：学生个人。

18.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的

基本原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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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制。实施过程是否有监测预警和改进机制，方法与手段是否

便捷可操作。是否建立学院各组织机构履行职责的诊改制度，方

法与手段是否可操作，是否有效运行。

20.专业层面诊断内容包括哪些？

专业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学院规划契合，是否与自身

基础适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标准和课程教学目标与标准是否

衔接贯通，课程体系是否能支持人才培养目标与标准的达成。目

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是否建立专业质量的诊改运行制度，诊改内容是否有助于目

标达成，诊改周期是否合理，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

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

否明确具体，改进的机制和措施是否有效。

21.课程层面诊断内容包括哪些？

课程建设计（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专业建设规划契合，

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课程教学目标与标准和课堂教学目标与标

准是否衔接贯通，课堂教学是否能支持课程目标与标准的达成，

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是否建立课程、课堂教学质量的诊改运行制度，诊改内容是

否有助于目标达成，诊改周期是否合理，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

捷可操作。

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

否明确具体，改进的机制和措施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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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教师层面诊断内容包括哪些？

教师个人发展目标确定是否与学院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及专

业建设规划等相关要求相适切，教师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及

其相应的目标与标准。

教师个人发展的诊改周期是否合理，诊改手段是否便捷可操

作；是否建立促进教师发展的外部干预机制。

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

否明确具体，改进的机制和措施是否有效。

23.学生层面诊断内容包括哪些？

学生个人发展目标确定是否与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及素质教

育相关要求相适切，是否建立指导学生设计学业（职业）生涯规

划的制度，学生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及其相应的目标与标准。

学院是否引导学生进行诊改，周期是否合理，手段是否便捷

可操作；是否建立促进学生发展的激励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