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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推进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过程中，全国职教诊改专委会提出在学校、专业、课程、教师、

学生等五个层面建立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作为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运行的基本单元。从经济社会发展背景

出发，梳理适应不同时代要求和工作方式的质量控制方式演进脉络，进而揭示产生8字形螺旋概念的心智历程、实质

内涵以及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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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教 育 部 启 动 了 职 业 院 校 教 学 工

作 诊 断 与 改 进 制 度（以 下 简 称“诊 改”）建 设

工 作。 为 推 进 和 落 实 这 项 工 作，全 国 职 教 诊

改专委会提出了简称为“55821”的职业院校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基本架构，要求在学校、专

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建立 8 字形质量

改进螺旋（以下简称“8 字形螺旋”）。作为一

种全新的概念，8 字形螺旋引起了社会各方关

注。在此之前，有不少职业院校已在内部质量

管理中引入戴明循环（PDCA）、ISO质量认证

体系等方法，同样体现了自我诊断与改进的理

念，因此，尤其渴望了解 8 字形螺旋到底是何

方神圣，能否将其简化为“O”字形甚至“一”

字 形 以 利 推 广。 本 文 拟 通 过 回 顾 8 字 形 螺 旋

这一概念的生成脉络，回应职业院校的关切和

疑问。

一、8字形螺旋的源与流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就有了社会活动和

社会事务，也就有了相应的管理活动，其中包

括对质量的关注和管理，时代特点又决定了质

量控制的方式。不同时代的质量控制方式主要

有以下几种。

（一）“线段状”模式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

幅提升、新型生产组织的涌现和社会关系的深

刻变革，科学管理运动应运而生，其理论与实

践不断发展完善。这一时代的科学管理模式

强调以法定权力为基础，是一种分工精细、权

责相符、等级分明的科层式组织形式和与之相

适应的工作方式 ：任务—计划—组织—实施—

总结—激励（奖惩），姑且称之为“线段状”模

式。质量管理部门的工作自然也遵循这一模

式。线段状模式一事一议、有始有终、条理清

晰、实施简便，也确有成效，因此在很长的历史

时期中被广泛接受和采用。

“线段状”模式的问题在于，在“流变”（指

社会各种“流”如人员流、信息流、技术流、物

资流、资金流等等的流量和流速）不大的环境

中，这种模式很容易导致如下问题 ：各层级领

导者和管理者危机意识不强、全局观念淡薄、

权责混淆不清，目标、任务设置不科学乃至口

号化，过程管理简单粗放、绩效判断主观随意

等等，导致在淡化目标（特别是阶段性现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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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作用的同时，给主要为上级负责的报告留

下太多修饰描摹的空间，总结和报告也就失去

了应有的激励、反思及改进作用，更谈不上前

鉴后师、持续改进，这种现象在非生产领域尤

其常见。

（二）戴明循环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 进 步，社 会“流 变”

水平快速提高，戴明学说崭露头角。戴明学说

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莫过于

戴明循环，也即PDCA循环。戴明循环由计划

（plan）、实 施（do）、检 查（check）、改 进（act）

等 4 个相互衔接的基本环节组成（如图 1）。其

主要内涵包括四点 ：一是“计划”包含长远目

标、原则、方针的确立。戴明一再强调，最高领

导层要从纷繁复杂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确

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把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作

为 恒 久 的 目 标。 二 是“检 查”要 用 数 据 说 话。

戴明创立了在质量管理中引入统计学的理论，

是把统计分析技术应用于非生产活动的先驱

者。三是“PDCA”不是一个封闭的圆环，而是

有始无终、首尾相继、螺旋上升的质量提升过

程。四是该循环适用于各个层面，从组织到个

人都可以建立PDCA循环，最终形成“大环套小

环”的总体格局。

图1  戴明循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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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日本企业从戴明循环中学会了

全面质量管理技术，取得了令世人惊叹不已的

经济成就。有鉴于此，戴明循环理所当然地得

到普遍认同与广泛应用。但其在实践中常常

出现的问题包括 ：“检查”以事后总结材料为

主，流于形式 ；改进滞后且针对性不强，效果

不明显 ；循环只存在于最高管理层，没有其它

层面“小环”的承载和互动，未能消除一切影

响员工积极性的因素。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除

了实践者对戴明循环理解不深刻、实施不到位

之外，还受到另外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戴明

循环对在质量保证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目标”

关注得不够，只是停留在长远的、战略性的一

般 描 述 上。“计 划”强 调“质 量 不 是 来 源 于 检

验”［1］，应 当 坚 持 防 患 于 未 然 的 理 念。 而 且，

戴明竭力反对为员工设定可计量的目标。目

标的不清晰不具体导致“检查”的随意和结论

的模糊，目标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体现。二是

当 时 数 据 无 法 实 现 源 头 实 时 采 集，更 遑 论 即

时交流、互动、分析、展示，常态化实施鲜有可

能。所以，戴明所提倡的“用数据说话”只能

停留在对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上，很难做到监

测预警、实时改进。

（三）目标管理理论

20 世纪 50 年代，彼得·德鲁克创造了“目

标 管 理（MBO）”概 念。 他 认 为，管 理 首 先 需

要明确目标 ；目标管理应当成为管理者的第一

要 务 ；目 标 管 理 的 最 大 优 点 在 于 产 生 自 我 激

励，激发人们的内在动力和潜力。这一理论的

贡献在于，不仅强调了目标的重要性，而且要

求高层管理者对所确定的总体目标进行逐层

分解，直至转变成各个部门和个人的分目标，

形成完整的目标体系。目标管理理论弥补了

戴明循环的不足。如果依据目标管理理论对

戴明循环进行适当修正，将目标的确立作为工

作 的 起 点，并 有 具 象 化 的 标 准 予 以 支 撑，“检

查”就显得简单明了，反馈就能够有的放矢，

“改进”就容易收到成效。伴随总体目标的逐

层 分 解，“大 环 套 小 环”的 联 动 机 制 也 就 不 难

形成了（如图 2）。

图2  用目标管理理论改进后的戴明循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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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台”模式

众所周知，计算机和存储设备的发明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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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二次数据爆炸［2］，人类社会由此进入知识

经济时代，学习力和创造力成为了组织和个人

的核心竞争力。

知识管理理论认为，如果在变化“快、广、

深、大”，迭代周期极短的世界里，某个主体不

拥有“改善心智模式”的自觉，不掌握最新的

知识与技术，不具备创新的思维与能力，其“改

进”就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式的顾此失彼，

或是翻烧饼式的来回折腾，到头来只能是同一

水平上的周而复始直至灾难性崩塌，而且崩塌

会来得非常快。因此，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的

工 作 方 式 都 必 须 从 工 业 经 济 时 代 的 只 有“前

台”转变为知识经济时代既有“前台”又有“后

台”的方式。所谓“后台”，指的是完成一项任

务之后，必须进行认真的回顾、反思、诊断、评

价，并深挖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其产生的原

因，加 以 有 效 的 改 进。 该 理 论 同 时 强 调，“改

进”的前提和基石是知识的“学习”和“创新”。

大卫·加文认为，“学习型组织是一个善于创

造、取得和传播知识的组织，并且善于改进它

的行为，以反映新的认知”。显而易见，学习型

组织是能够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特点的组织形

式。图 3 是借助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对前面所

述的工作方式进行修正后的示意图。

图3  学习型组织工作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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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8 字形螺旋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当今社会

几乎所有伴随过程产生的人、物、事相关数据

的实时采集、瞬时共享、即时交流、及时展现已

经 成 为 可 能，“三 全”（全 员、全 过 程、全 方 位）

保证终将成为现实。有了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

支撑，教育教学质量不应当再满足于事后的总

结回顾、统计分析和亡羊补牢式整改，而是必

须高度重视对过程的实时监控，将一切可能影

响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消弭在萌芽状态。正是

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了 8 字形质量改进螺旋

（如图 4）。

图4  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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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8 字形质量改进螺旋是全国职

教诊改专委会的一项创新性研究成果，但循着

质量保证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脉络来看，它的诞

生其实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必然。并且，它是当

今时代适用于所有组织和个人的工作方式。

二、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基本运行单元和

诊改试点院校的创新实践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

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

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

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诊改”正是职业

院校在管办评分离背景下实施的一项改革探

索，目的在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

改进制度，引导和支持学校全面开展教学诊断

与改进工作，切实发挥学校的教育质量保证主

体作用，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和运

行机制��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具有重要

意义”［3］。要把质量保证的责任真正落到实处，

学校就必须下一番“绣花功夫”，从“神经末梢”

开始改变每个部门、每位师生员工的工作（学

习）方式，把大大小小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基

本单元——8 字形螺旋建立起来，并进入常态

运行、良性互动。建设以 8 字形螺旋为基本单

元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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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通过强调质量目标的科学设置和相

应标准的建立，促使各层面主体清醒认识到质

量保证的应尽责任。各主体要主动深入实际、

了解社会需求，始终坚持服务“两个发展需求”

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通过共同打造“目标

链”和“标准链”，逐步实现顶层设计和各个层

面的对接统筹，达到凝心聚力、相互激励、协同

共进的作用。

二是有利于促使各层面主体自觉以目标为

统领、以问题为导向，做到事前深思熟虑、事中

监控纠偏、事后提升改进，始终保持旺盛的学

习力和创造力，激发谋进求变的内在动力。

三 是 有 利 于 创 造“人 人 有 责、人 人 尽 责、

人人享有”的先进质量文化。各主体 8 字形螺

旋的有效运行必定引发上下、左右间的联动机

制，由此产生“1+1 ＞ 2”的团队学习力和创造

力，也有助于消除工作中的盲点和死角。

四是把“三全”从设想变为现实。“三全”

保证质量的设想由来已久，实施难点在于技术

难支撑、载体不落实。如今，网络信息技术条

件 已 经 具 备，载 体 问 题 迎 刃 而 解，“全 员”“全

程”“全方位”也就不难落到实处。

结合诊改试点院校的实践，我们将企业诊

断学、目标管理、零缺陷思维、知识管理等理论

引入实践中，提出了多元主体质量治理的“诊

断与改进”工作模式。该模式以纵向 5 个系统

为骨架，横向 5 个层面为主体，以 8 字形螺旋为

运行单元，形成了“五纵五横”网络化联动结

构、“8 字形螺旋”基本运行单元、“双引擎”（文

化、机制）常态化动力机制、“一平台”智能化

技术支撑的“55821”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

理论体系。按照“质量归根结底靠自身保证”

的理念，以打造院校发展、人才培养“目标链、

标准链”为诊改逻辑起点，做实目标的质量标

准 ；借助信息技术实现源头数据即时采集、过

程 实 时 监 测 预 警 与 分 析，构 建 学 校、专 业、课

程、教师和学生五个层面适时诊改的常态化内

部质量自主保证运行模式。该模式可通过岗位

激励、认可激励、考核激励、成长激励等激发质

量生成活力，塑造质量精神和质量文化。

8 字形螺旋持续运行的原动力来自于质量

保证主体真真切切的获得感，因此，激发原动

力是质量保证从被动转为主动的难点、关键。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如无锡职业技术学院、黄

河 水 利 职 业 技 术 学 院、陕 西 工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淄博职业学院、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上

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第一商业学

校、上海市贸易学校、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

技术学校等一批职业院校的 8 字形螺旋建立不

仅起步早而且做得实，目前已经进入制度化运

行阶段，并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运行。诊改试

点院校的共同经验是问计于需求、“获得感”驱

动、智能化开路。他们善于从转变管理形态、

教学形态入手，把师生员工从简单繁杂的劳动

以及低效率的工作环境中解脱出来，将主要精

力集中到目标的高质量、工作的高效率上，腾

出时间来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在此基

础上不断创新、改进、提升，最终实现组织与个

人的同步高质量发展。

实践证明，8 字形螺旋不是专为诊改凭空

杜撰的虚妄概念，它融入了戴明的持续改进理

念，确立了目标的起点地位，突出了学习力和

创造力培育。而且，因为有现代网络信息技术

的支撑，8 字形螺旋具备了伴随过程的即时改

进功能，使得“全员参与质量保证”“零失败教

育”等美好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从“线段

状”模式到PDCA循环到“双台”模式再到 8 字

形螺旋的过程，折射出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

到新工业时代的变迁脉络，是中国职教人对第

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带来的新形态、新需求的探

索性回应。

三、8字形螺旋推广中存在的误区和改进

的对策

（一）运行 8 字形螺旋存在的误区

为 了 建 立 覆 盖 所 有 层 面、岗 位、人 员 的 8

字形螺旋，职业院校首先要联系实际，学懂弄

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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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深质量强国战略思想的学习和宣传，将现代

质量意识和先进质量保障理论、方法逐层传递

到学校所有师生员工，引导大家全面、准确、深

刻地理解和把握其实质，避免陷入常见的认识

误区。

一是主体不同一。忽略了 8 字形螺旋是适

应当今时代要求、普遍适用于各层面主体的工

作方式，是将质量保证责任落实到“人人”的

可靠载体，是主体“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意识的扎实体现，简单地将其

异化为衔接不同主体的管理流程，结果必定是

各种“螺旋”满天飞，8 字形螺旋的实质内涵面

目全非，实践意义荡然无存。

二 是 工 作 起 点 迷 失。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一 再

强调，要“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无数事

实表明，如果不善于“积势蓄势谋势”、不善于

“识变求变应变”［4］，做工作不是先有目标、标

准，而是信马由缰、我行我素，自我诊断就成了

现状罗列、自我表彰，问题导向只能是拍脑袋、

走形式，最终导致职业院校忘记了主体地位、

没有了责任担当、遏制了内生动力。

三 是 忽 视 联 动。 学 校 某 一 层 面 自 我 诊 断

发现的问题，究其原因，往往不全是该层面的

主体造成的，也不是该层面能够独自解决和改

进 的。 因 此，应 当 坚 持“系 统 治 理”“综 合 施

策”理念，针对诊断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

原因，找到相关主体的责任，各负其责地加以

改进，由此产生联动机制，逐步形成“共创、共

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四是不重视学习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

“学 习”和“创 新”是“改 进”的 前 提 和 基 石。

诊改做得好的院校都非常重视在学习的基础

上，创造性地推进诊改，如怎样科学地树立目

标、制定标准 ；怎样选择诊断点、设置预警值 ；

如何设计实施方案、链接激励机制 ；如何梳理

职责、完善制度 ；如何应用网络信息技术改变

教学、学习、工作、管理、合作、服务、生活形态

等等。有的院校因此创建了一站式网上办事大

厅，有的创造了“学生画像”“教师画像”，有的

引入了“一页纸”过程管理，有的建立了自下

而上的诊改联动机制，有的正在探索考核从形

式到内容的转型升级，受到师生员工的由衷欢

迎。

五是不重视制度建设。从无到有建立 8 字

形螺旋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做保证，建设过程

既要明确主体责任、建设标准，还要明确自诊

周期、改进实施、效果考核等运行要求。否则，

建立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就永远是坐而论道、纸

上谈兵。

（二）运行好 8 字形螺旋的对策建议

针对诊改过程中 8 字形螺旋建立和运行存

在的问题，笔者结合其演进脉络、产生历程以

及试点院校的实践经验，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加强对质量治理新理念的学习和实

践。8 字螺旋的核心是各层面质量保证主体的

自我诊改、自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到人人参与、人人

尽力、人人享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正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向新

境界”。职业院校要通过分层分类培训，帮助师

生准确把握、深刻领悟诊改理念和 8 字形螺旋

内涵要义，使其在各地各校落地开花，最终变

为师生员工的自觉行动。

二是明确责任主体，完善螺旋运行制度。

为保证各层面 8 字形螺旋运行顺畅、监测预警

及时、诊断改进有效，需要明确各层面的责任

主体和运行周期等。从试点院校的实践看，学

校层面的工作一般以二级单位为主体，以年度

为诊改周期，按月监测预警 ；专业层面的诊改

主体是专业团队，一般以三年为诊改周期，按

学 期 监 测 预 警 ；课 程 建 设 诊 改 主 体 是 课 程 团

队，一般以立项建设周期为诊改周期，按季度

监测预警 ；课程教学诊改主体是任课教师，一

般以学期为诊改周期，按半个月监测预警 ；教

师层面诊改主体是教师个人，一般以岗位聘任

期为诊改周期，按月监测预警 ；学生层面诊改

主体是学生个人，一般以学期为诊改周期，按

月监测预警。学校对各层面的诊改要形成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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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并与相关考核相结合，形成螺旋持续运

行的动力。

三是正确理解螺旋，做到操作简便易行。

8 字 形 螺 旋 本 身 包 含 了 事 前、事 中、事 后“三

部曲”，强调事前把“目标和标准”作为逻辑起

点，事中实行监测预警和实时改进，事后做好

诊断和改进。学校在运行中要结合工作实际，

在螺旋的每一个环节标注工作要点，指导实践

操作，在螺旋的运行中形成“人人重视质量、人

人创造质量、人人享受质量”的氛围，实现质量

的共创、共治、共享，不断优化治理体系，为实

现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 是 加 强 信 息 化 建 设，提 升 对 螺 旋 运 行

的 支 撑 水 平。8 字 形 螺 旋 如 果 缺 乏 源 头、实

时、多 维 度、全 方 位 的 大 数 据 支 撑，没 有 先 进

的 网 络 信 息 技 术 环 境，是 很 难 达 到 预 期 效 果

的。《中 国 教 育 现 代 化 2035》提 出 ：“建 设 智

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

与服务平台。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加快形

成 现 代 化 的 教 育 管 理 与 监 测 体 系，推 进 管 理

精准化和决策科学化。”学校是质量信息的生

成源头，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

面运行的数据采集平台为构建省和国家层面

的质量监测平台提供了可靠基础。高职院校

应在十年的状态数据采集平台建设经验基础

上，立足新工业时代的发展趋向，进一步确立

智能化的建设目标、加大投入和推进力度，为

8 字形螺旋的运行提供强有力的信息化支撑，

为国家和省级职业教育质量监测与考核打好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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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Basic Operation Unit of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n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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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system of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national special committee of diagnosis and reform proposed to establish an 8-shaped 

quality improvement spiral at the five levels of school, specialty, curriculum,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the 

basic unit of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per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Starting from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mbs the evolution context of adapt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times and working methods, and then reveals the mental process, substantive connotation of this concept, 

as well as its status and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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