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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切入：高职院校教学“诊改”
工作的推进策略

王寿斌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苏州 215021）

摘 要：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是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抓手之一，“诊改”推进过程中暴露出来

的不足，要求我们必须重视聚焦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员工）、学生等院校质量生存主体，查找质量生成过程中

的各种“问题”，再在决策指挥、资源建设、质量生成、支持服务、监督控制五大系统的运行环节探索解决“问题”

的改进对策。“诊改”工作推进的“十步攻略”，有助于将职业院校“一校一标”的“诊改”工作方案有效落到实处，

确保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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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Entry: The Propulsion Strategy of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ANG Shou-bin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ol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diagnostic and improving process reveals many deficiencies and, therefore,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survival subjects including schools, majors, curriculum, teachers (staff), students and look for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quality perfection. Then in terms of operating links of the five systems, namely, decision command, resource construction,

quality generation, support services and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to the deficiencies should be explored. The "ten

steps" of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enables the work plan, "one school one standard" of the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vocational colleges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ensuring that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eaching and personnel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

al colleges can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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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教育部颁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
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标志

着深化学校管理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管办评分离”将学校、校长推到了深化教育综合

改革的最前沿，引导学校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

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致力

于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

办学质量的有效提升。对于多年来一直习惯于过分

依赖行政管理的各级各类学校来说，在政府依法充

分赋权之后，如何才能用好办学自主权、真正实现

自主管理，成为非常现实、亟待研究的课题。

2015年6月，教育部颁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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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再次颁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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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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重
要文件拉开了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的

序幕，由国家层面的试点，逐步向省级试点和院校

全员参与推进，全面开启职业院校履行人才培养工

作质量保证主体责任的质量管理新时代。根据制度

设计初衷，推进教学“诊改”工作，旨在引导职业

院校逐步完善职业教育内部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建

立常态化的自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机制，切实推

进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由“他治”向

“自治”的目标迈进。作为“评估”工作的转型与

创新，此番教学“诊改”工作面广量大，既牵涉顶

层设计，又依赖基层扎根，推进工作难度很大，面

临的现实问题很多。那么，广大职业院校如何才能

切实有效地推进“教学诊改”工作？基于“问题切

入”的举措创新，或能找到突破。

一、清醒梳理对于教学“诊改”工作的
认识问题

众所周知，教学“诊改”工作的有效推进，需

要全校“一盘棋”，全员一条心，认识统一，目标一

致。然而，从目前各地各校的推进情况看，却普遍

存在认识不尽到位的问题，且因认识滞后或偏颇，

直接导致“诊改”推进工作受阻、跑偏。清醒梳理

这些不当认识，有助于“诊改”工作扎实开展。

（一）重形式轻内容

教学“诊改”是“一把手工程”，教育部和各

省教育厅对“诊改”工作的推进都有非常明确的要

求。从目前情况看，绝大多数院校都非常重视，且

已相继启动此项工作。但由于对教学“诊改”工作

缺乏正确的认识，不少学校还只是将其当作传统的

“评估”来看待，因而在思想上存在“等、靠、

要”现象，等上级“安排”、等别校“模板”；靠专

家指点、靠教育行政部门指挥、靠“评估”经验被

动应付；要利益、要资助、要表彰。因此，在具体

的实施过程中，部分院校存在虚夸浮躁和急功近利

问题，期望一次动员大会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一份

方案囊括所有“项目”，形式上搞得轰轰烈烈，内

容上却敷衍了事。有些学校甚至不顾各部门或各条

线“诊改”工作的推进实际，一刀切地统一时间

“转段”，大张旗鼓地启动下一轮“循环”，使教学

“诊改”浮于文字游戏和形式主义。

（二）重条线轻全局

教育部文件及专家解读明确指出，教学“诊

改”的对象不是传统意义上包括专业建设、制定教

学计划、编制人才培养方案、教材建设、教学管

理、教学质量监控、教师管理、教学研究、教学设

施管理等在内的“小教学”，而是广义上的“大教

学”，包括学校组织的一切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

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核心素养的技术技能型

人才的活动，如学校教学、课外活动、劳动、讲

座，学生集体组织的文体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

所以，教学“诊改”不只是教学条线、教学校长或

教务处长的事情，而需要教职工全员参与，全校统

一布局。

（三）重检查轻构建

受传统评估思维的影响，为力求“评审通

过”，许多学校按照“五纵五横”的要求，以及省

教育主管部门在教育部文件基础上修订的“诊断项

目”、“诊断要素”和“诊断点”，编制形式化的模

板以应付检查，完全不考虑本校实际，不重视构建

具有本校特色的制度体系，尤其在系部之间、专业

之间缺乏必要的区分度，结果导致制定的管理文件

千篇一律，所有的质量标准大同小异，或许能够通

过“检查”，但却没有实际价值，使“诊改”工作

成为劳命伤财的“走过场”。

（四）重结果轻过程

“全员参与、全面覆盖、全方位诊改”是职业

院校教学“诊改”的基本要求，但在具体执行过程

中却常会出现偏差。比如说，对某一教学管理文件

的修订，往往仅由一位教务员独自修订，经教务处

长及分管校长确认执行；对教科研经费报销流程的

修订，也只是由财务部门下发一个文件了事，等

等。其共同的不足在于缺少必要的民主讨论过程，

修订后的内容未必就是全员共识，且缺少党委会、

教代会等程序确认。出现此类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

受外部评估的影响，导致教学“诊断”工作停留在

结果性修正，而对过程性诊断重视不够。这种重结

果轻过程的“诊改”做法，使得教师和学生都难以

发挥主体作用，进而有效地参与到诊断工作之中。

二、多方寻找“大教学”中客观存在的
突出问题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的起点无疑应当是

2



第18卷 第1期

“诊断”。“诊断”的目的在于找出“问题”，以期设

法“改进”工作。所以，推进教学“诊断与改进”

理当而且必须从“查找问题”入手，这是以“问题

切入”来推进职业院校教学“诊改”工作的基本逻

辑。那么，“问题”从哪里来？如果平时不是有心

人，缺乏对教育的情怀和对学校的热爱，我们往往

事不关已看不到“问题”；而如果心存焦虑、内心

缺少必要的正能量，我们又会觉得到处都有“问

题”，甚至已经不可救药；再者，由于认识能力的

原因，以及各人所处的角色不一样，对于同样的学

校，不同的老师所看到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所

以说，“查找问题”的途径和方法非常重要，必须

充分体现全员参与的思想。一般来讲，大体有以下

四种：

（一）由实际印象产生

俗话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学校存

在哪些问题，教职工心里清清楚楚。平时工作、学

习、生活中的实际体验，往往会有许多不如人意的

地方，这些问题或许早已蓄积在大家的心中很久，

虽然非常显性，但却因为懒得去过问而令其视而不

见、熟视无睹。因为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会让人

感觉到不舒服、不愉快、不圆满，不仅影响老师的

生活质量，更影响“大教学”的质量。显然，这些

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问题”，应当列为“诊改”的

直接对象。

（二）由数据分析产生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工作已开展

多年，其重要性和目的性不言而喻。这些状态数据

非常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了一所学校的运行状

况，尤如一个人的健康档案，对于因人施治、对症

下药非常重要。在“诊改”推进过程中，我们特别

需要重视分析这些办学的“大数据”，从数据中捕

捉机遇，也从数据中发现问题，通过分析数据之间

的内在关联，找出问题及成因。需要提醒的是，

“数据”是“问题”的源头，如果数据不能保持真

实，其对应的“问题”也会失真，“改进”也就失

去了意义，甚至适得其反，背道而驰。

（三）由专题讨论产生

一所学校，既存在许多细枝末节的小问题，更

会存在许多事关学校事业发展、教育理念等大的问

题，这就需要组织专题讨论才能明是非、知轻重、

辨方向。比如说，学校在准备“升本”与申报“优

质学校”之间如何做出抉择，就直接关系到学校的

未来发展走向，就必须由教职工集体讨论确定。其

他诸如新校区建设、股份制办学、董事会成立、人

才培养方案修订、专业设置调整等重大问题，也都

不可能由学校领导拍脑袋决定，必须走群众路线，

实行民主决策。

（四）由公开征集产生

面向全校教职工的公开征集，具有覆盖范围

广、意见征集全、问题来源真的特点，更容易成为

教学“诊改”的“问题”由头。对于牵涉到学生学

习、生活的问题，还需要面向学生征集；对于事关

校企合作、社会效益等的问题，更有必要面向企业

（用人单位）和全社会征集，只有广泛收集了存在

的问题，才能为有效“改进”创造良好条件。对待

公开征集的问题，一定要认真梳理和耐心回复，以

尊重和保护被征集人的积极性，这是学校“诊改”

工作得到广泛支持的群众基础。

三、扎实推进“诊改”以有效解决办学

根本问题

正确认识教学“诊改”，多方收集存在“问

题”，只是“诊断与改进”的前期工作。如果

“诊”而不“改”，则如病人做了CT检查，却不看
医生、不吃药，完全是毫无意义瞎折腾。所以，教

学“诊改”的关键环节在于脚踏实地地有效推进

“诊改”工作，以务实解决根本问题。2017年 6月
13日，浙江省教育厅举办全省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
改进工作第二期培训会，笔者应邀做题为《职业院

校推进“诊改”工作的思考与实践》的专题讲座。

报告中，笔者结合自己在全国“诊改工作学术研讨

会”上的发言，根据本校试点经验，提出职业院校

教学“诊改”工作推进的“十步攻略”，得到与会

校长们的普遍认可。

（一）成立一个“诊改”工作领导小组

教学“诊改”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举足轻

重。这一领导小组不同于平时许多只重形式不强调

责任的组织名单，而是一种实质性的组织架构，要

充分体现“党委领导，校长指挥”的职责分工，由

王寿斌：“问题”切入：高职院校教学“诊改”工作的推进策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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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一把手校长任组长，教学副校长任常务副组

长，其他条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分别负责“诊

改”过程中的管理体系构建、资源保障、技术研发

等配套工作，所有成员分工到位、责任明确。

（二）明确一个专职部门“诊改办”

职业院校开展“诊改”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

按照“管办评”分离的要求，充分发挥学校质量保

证的主体作用，落实主体责任，加快健全学校自主

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完善学校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形成常态化的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机

制。而既为常态化的工作，负责此项工作统筹的职

能部门——“诊改办”就应当是学校的中层常设机

构，而不同于以往的临时机构“迎评办”、“示范

办”，也不同于学校专设的督导室、纪委、质量

办。“诊改办”是全面负责学校“健康体检”、“常

规体检”的中层职能部门。

（三）选好一个“诊改办主任”

教学“诊改”的对象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小

教学”，而是指包含教育与教学在内的“大教学”。

所以，“诊改办主任”责任重大，人选确定至关重

要，必须要有在全校行使话语权的资历，有较强的

协调能力和学习力，要有想做事能做事的情怀和动

力，有能够大刀阔斧开展工作的主见和魄力，此

外，还要对电脑应用和信息技术有较为扎实的基

础，有小事能做主、大事多汇报的管理素养。

（四）做好一份校内宣讲PPT

目前，关于推介“诊改”的专家讲座，全国

“职业教育诊改网”上已经有许多共享，从“诊

改”政策解读到“诊改”方案设计辅导，从宏观的

认识提高到数据采集与平台优化、信息化校园建

设、学校事业发展规划研制、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构

建等子项专题，可谓应有尽有，但是，站在学校校

长的角度，参加完各级辅导以后，回到学校的第一

件大事必然是向教职工召开“诊改”动员会，而这

个动员会上的宣讲PPT，不可能是重复宣读上级文

件，也不可能是转述专家报告，而应是站在校长的

角度，面向学校，引导员工，立足部署，对各类关

于“诊改”的所有信息进行“二次整合开发”，结

合校情进行“本土化”的重新备课，然后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向教职工进行宣传动员。

（五）开好一次领导班子会

为了确保“诊改”工作的有效开展，践行“诊

改”宗旨，就必须从学校目标管理开始，进行顶层

设计，层层分解，落实到位，最终形成“全员、全

程、全方位”的质量文化。管理学中的“能级管

理”理论认为，在一所学校，校长负责出思想，副

校长出思路，中层部门定举措，具体责任人抓落

实。所以，在“诊改”工作启动之前开好领导班子

会非常重要。会议由校长主持，参会人员提前备

会，确保会议开得团结、有效、决策科学。会议的

主要任务，必须从源头上认真学习教育部的两个

“诊改”文件，讨论学校的培养目标、办学定位、

发展方向，厘清争议，统一认识。

（六）制定一份事业发展规划

“诊改”的实质，就是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去精心打磨一所学校。学校需要“打磨”成什

么模样，校级领导必须胸怀全局，每一个教职员工

也应做到心中有数。是规模稳中有升、专业结构优

化、办学活力增强，还是治理能力提升目标聚焦、

质量保证到位、核心指标先进，都必须精准梳理。

而只有认识统一，才有可能“诊改”到位、卓有成

效。所以，学校首先要集中精力、聚精会神地做好

“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包括办学目

标、定位、方向、模式、规模、师资、专业、平

台、数据库等等，这是学校“诊改”工作的指南针

和作战图。

（七）搭好一个综合管理平台

“诊改”工作的重要目标是充分发挥教育教学

管理“大数据”的作用，促进智慧校园、信息化校

园的建设，而目前职业院校却普遍存在教学、学

工、人事、科研、党务、财务等管理系统相互独立

的现象，信息孤岛的广泛存在，直接影响管理工作

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影响办学水平和人才

培养质量提高。所以，各校应借“诊改”东风，着

力整合各自为政的管理系统资源，积极搭建一体

化、高集成的管理平台。

（八）导出一套真实的人才培养状态数据

管理平台的最大作用在于生产“大数据”，而

这些数据是“诊改”工作的根本和依据。毫无疑

问，要想“诊改”工作有质量，这些数据必须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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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效。因此，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状态数据的采

集工作，依赖精干团队力量保证“大数据”真实、

全面、实时、动态，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既要防止

各部门之间因工作协调不通畅产生“伪数据”、因

认识不到位而人为编造“假数据”、因技术不过

关、业务不熟练，导致数据采集指挥失误而统计出

“错误数据”，更要杜绝贪图“省事”雇请第三方公

司做“美图”，刻意制造“漂亮数据”。

（九）培养一名(批)校内“诊改”专家

“诊改”工作的过程在于不断发现问题并持续

改进。“改”得好的前提是“诊”得准，所以，

“诊”比“改”更为重要。到底由谁来“诊”？当然

不能依赖校长一人，而必须依靠管理团队的所有成

员。因此，培养一批校内“诊改”专家十分必要，

这些专家相当于医院的“全科医生”，具有较为广

泛的能力和综合素养，他们要能看得懂数据、“望

得到远方”、找得出问题、提得出建议，既了解职

教规律，又具备教育情怀，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数

据，结合本部门或全校工作，发现问题找出原因，

然后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给出修正意见，以指导

“诊改”工作的推进。

（十）编制一份“诊改”工作实施方案

毫无疑问，“诊改”方案是“诊改”工作的施

工图和量标尺。诊改方案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诊

改”工作的推进速度、施工质量和最终绩效。诊改

方案除明确诊改目标、健全组织架构等之外，还应

着重考虑如何开展前期调研、聚焦哪些领域（条线

或项目）、有何具体措施（含时间表、路线图、责

任人）、如何进行评价（含过程监控与最终绩效考

评等）。诊改方案的确定，只标志着“诊改”工作

的开始，而不是“诊改”的终极。当前，部分省市

和学校存在催交方案、清点方案、封存方案以彰显

完成“任务”，而普遍疏于“谋方案”、“磨方案”

的现象，亟需引起重视和及时纠正。

诚然，上述“十步攻略”并非职业院校“诊

改”工作的标准模板，而只是蕴含行事规律和工作

逻辑的指导意见。“十步”既是诊改内容的明确，

又是实施步骤的排序。制定方案之所以位列第十，

概因完成方案的制定并不是“诊改”的最终目的，

而用心研讨如何制定方案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诊

改”过程。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诊改方案可以动

态调整，而“十步”也可以交叉进行，且“十步”

之中还有许多“小步”，该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应需而动，顺势而为。

四、关于“问题”切入与“诊改”推进
的认识与思考

首先找出“问题”，分析问题存在的根源，然后

设法去解决问题，这是推进职业院校教学“诊改”

最简单的工作逻辑。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尚有许

多基于现实和个体的思辨需要我们去统一认识。

（一）“问题”与“特色”

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个学校都会

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办学基础较

差、问题较多的学校来说，“诊改”是一次极好的

提升品质的机会。而对于办学信誉好、管理水平高

的学校来说，则没有必要“为赋新词强说愁”，完

全可以在优先解决现有问题的基础上，集中精力梳

理“优点”、总结特色，通过全力“扬长”进而实

现有效“避短”，以用正确的做法，避免错误的产

生，同时预防以后有可能出现的诸如人工智能冲击

职业教育而带来的“未来问题”。

（二）“诊断”与“改进”

“诊改”的工作重心和终极目标都在于“改进”。

要想有效改进，就要对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弄清

各类问题之间的关联，要标本兼治，而不能头疼医

头，脚疼医脚，只治标不治本。比如说，学校的教科

研工作成绩平平，我们需要联想到奖励制度导向、师

资队伍建设，甚至课时比例设定、科研平台架构等方

方面面的因素，进而有的放矢地去综合改进。

（三）“诊改”与“循环”

“问题”的“诊改”都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

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诊改”的目的在于促

使高职院校在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不同

层面，建立起完整且相对独立的自我质量保证机

制。为了有效建立并激活这种机制，教学“诊改”

制度特别设定了对“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简称
“8字螺旋”）的培育要求。“8字螺旋”由静态和动
态两个螺旋叠加而成，既重视对“完成时”诊改，

也重视对“进行时”诊改，共同促进人才培养质量

呈螺旋式上升。

王寿斌：“问题”切入：高职院校教学“诊改”工作的推进策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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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纠错”与“预防”

从工作机理上讲，教学“诊改”属于“事后纠

偏”，它是国家针对现有职教办学状况所做的特别举

措。眼下的全力推进“诊改”，是要帮助学校养成自

我诊断与持续改进的习惯，今天之“诊改”是为了

明天不需要“诊改”。这就令我们认识到在职业院校

推行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必要。“诊改”制
度的制订，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问题，需要通过

“诊断”找出来，然后对症下药地进行改进，是不得

已而为之；而 ISO贯标则是重在预防，通过规范的
制度来保证少出差错，维护和提高质量。所以，我

们要在积极推进“诊改”的同时，把 ISO的导入作
为一项重要内容来做。

（五）“特办”与“民主”

教学“诊改”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许多“问

题”的产生和持续存在都与制度有关，所以，适时

修订制度成为推进“诊改”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

传统的工作习惯，加之“诊改”大环境下的“特事

特办”，许多学校在制度的修订与执行方面存在较大

的随意性，没有通过教代会的形式来进行固化，不

符合法定程序，这本身就是需要“诊改”的管理问

题，亟须重视更正。否则，“诊改”就容易变成随性

而为的“运动式”折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五、结语

职业院校教学“诊改”的目标旨在建立完善的

内部质保体系和常态化的自我“诊改”制度，以促

进院校内部质量实现自我保证。质量源于生产，学

校、专业、课程、教师（员工）、学生是院校质量

生存的五大主体，立足五大主体寻求质量生成过程

中的各种“问题”，再在决策指挥、资源建设、质

量生成、支持服务、监督控制五大系统的运行环节

寻求解决“问题”的改进对策，是职业院校有效推

进教学“诊改”的务实举措。其中，院校“问题意

识”培养和发现“问题”能力的提升，是“问题切

入”式“诊改”推进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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