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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 

体会与思考 



一、怎么看待职业教育质量？ 

二、谁来保证职业教育质量？ 

三、怎么保证职业教育质量？ 

四、怎么认识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 



一、怎么看待职业教育质量？（质量本身的目的性） 

    1.结构质量：区域平衡  院校布局  专业结构 

    2.发展质量：要素驱动——创新驱动 

    3.管理质量：学校内部管理、政府宏观管理、社会监督管理 

    4.培养质量：首岗适应 多岗迁移 终身发展 

    5.服务质量：服务政府 服务学校 服务师生 服务社会 

      质量是对要求的顺应（响应）。——菲利普▪克罗斯比（美国） 

      质量不单单是可以达到的，而且是每个学校的核心。 

      任何一个愿景中没有质量取向的学校都没有任何理由生存下来。 



二、谁来保证职业教育质量？ 
       教育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总要

求，2015年5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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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制度、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明确提出“以

落实学校办学主体地位、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为核心任务，加快健全学校自主

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 



二、谁来保证职业教育质量？ 
    “管 办 评”——“办 管 评” 

    1.（办）职业院校——第一责任主体（内在自觉性） 

        质量必须要在生成过程中首先得到保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2.（管）教育部门——第二责任主体（管控应激性） 

        质量生成过程的保证机制和能力必须得到有效管控和调适（抽检复核） 

    3.（评）监测评价——第三责任主体（外在技术性） 

        质量生成结果应该由第三方进行中立性监测与评价（结果反馈过程） 



三、怎么保证职业教育质量？ 
职业院校质量保证： 

    职业院校为了确保学习者达到特定学习目的（目标）而制定的标准及实施的系列

相关活动。 

    这些活动既包括学校内部的自我检查（诊断）和自我改进，也包括来自外部机构

或者专家的审查认定以及进校核查等一系列活动。 

    这样才能使学校作为职业教育提供者的主体地位得到关注或肯定，同时时学校仍

受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问责和监督。 



三、怎么保证职业教育职质量？ 
    1.用好一个平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管理系统。 

    2.形成两种机制：内部质量保证机制和外部质量评价机制。 

    3.发挥三方作用：院校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 

                              控制与自治，效率与公平，标准化与多样性 

    4.做好四项工作： 

《专业目录》和《管理办法》； 

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 

完善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庄严承诺、能力展示、欢迎监督；可读、易懂、能比较） 

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制度（第三方监督）。 



四、怎么认识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 
①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 

② 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教职成〔2015〕9号）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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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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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关于做好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6〕37号） 

   建立常态化的职业院校自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机制（能力） 



四、怎么认识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 
1.一个假设前提（道德起点——人心向好——内在道德自律）： 

     每位职业教育工作者的愿望都是想把事业做好，而且也愿意为之付出。 

     任何努力最主要的动机都是提高和改进。(在可能中行动，同时期待完美。) 

   诊断与改进制度：就是要建立一种推动职业院校自身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改进和提高的

机制和能力，通过质量生成过程分析，寻找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控制点（环节），运用

制度、程序、规范和文化等实施“三全”管理，从而实现质量持续改进和提高。 

2.四个关键要点：（质量保证的制度体系——体现“三全”） 

 是否建立健全？是否正常执行？ 

 执行效果是否进行诊断？诊断结果是否推动了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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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逻辑 

—办学定位（服务面向） 

—专业设置与结构 

—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专业定位）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课程目标（大纲与标准） 

—单元任务（学习情境） 

—教材与教学辅助 

—课堂教学 

—质量管理 
10 

产业逻辑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 

—企业（群）布局 

—岗位（群） 

—岗位（群）技能要求 

—技能点（模块） 

—技能训练 

—信息化资源 

—顶岗实习 

—质量管理 

3.两个对接逻辑 



www.moe.edu.cn 

对接桥梁： 

—行业指导：办学定位与服务面向契合 

            专业（群）与产业对接 

—校企合作：专业与岗位（群）对接             

—工学结合：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资格（标准） 

            校内理论学习与企业顶岗实践对接 

—保障条件：教材教辅与信息化教学资源对接 

            校内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对接 

—过程管理：全员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动态调整：生源危机及类型多元化（普高生、三校生、社会人员） 

            信息化技术广泛应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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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 

办学定位、发展目标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符合度；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创新对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的支撑度； 

人才培养目标、方案、教学运行、培养质量与“三全”质量管理的吻合度； 

师资队伍建设、教学仪器设备、实践教学基地、图书资料等教学资源 

  对人才培养的保障度； 

学生、社会、用人单位、政府对教学质量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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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六个转变： 

从关注结果质量向关注质量形成的全（员）过程转变。 

从分割的质量控制措施向全面系统的质量管理转变。 

从外部问责机制（控制与监督）向自我问责机制（改进与提升）转变。 

从强化标准化向促进多样性转变。 

从院校身份表征质量向专业建设水平表征质量转变。 

从政府为主界定质量向院校为主界定质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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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终极目标（十三五）： 

     职业院校必须提供有质量的职业教育，这是生存的基础。 

 

全员全方位全过程（三全）： 

 
人人  事事  处处  时时 

 
做法—制度—文化—行动 

质量本身的目的性 

质量主体的内在自觉性——质量意识、质量责任、质量态度和质量道德。 

                        质量诊断、质量改进、质量提升和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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