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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改工作试点院校现场调研情况

省份 现场调研学校 时 间

山东 淄博职业学院 2016年12.28-12.29

江苏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1.10-1.11

重庆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2017年4.17-4.18

贵州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4.19-4.20

陕西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4.17-4.18

山西 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4.19-4.20

内蒙古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4.10-4.11

河南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4.18-4.19

黑龙江 黑龙江职业学院 2017年4.20-4.21

从2016年12月开始，到2017年4月，全国专委会组织

专家对全国诊改试点省（市）的试点院校进行现场调研，

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尤其是数据平台的建设，也是这次调研

的重点之一。



与此同时，2017年4月中旬以来，全国专委会平台
建设组也启动了“学校信息化建设基本情况”的问卷
调查。

这次调查以完全自愿的方式进行，问卷题目多数
也是选择性的，所以，调查的覆盖面虽然不全，但采
集到的信息比较真实可靠。目前，这项调查还在进行
当中，但积累到的数据足以说明一些问题。下面，我
将结合实地调研了解到的情况，通过问卷数据予以支
持，在此基础上对学校信息化平台下一步的建设规划
提出建议，仅供参考。

学校信息化建设网上问卷调查情况



基本情况

• 问卷调查从4月17日开始，本次采用的数据截至7

月8日止；

• 参与调查的学校共116所，占全部学校（1303所）
的9%，但覆盖了全国除北京、海南、西藏之外的
其他省级区域；

• 参与调查的全国诊改试点学校21所，占全部试点学
校的70%。



一、近年来各院校信息化推进力度较大，成果显著

1、 学校主要领导或主管教学的领导重视学校信息
化建设；
2、近年来学校普遍对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比较
充裕；
3、信息化职能部门独立设置，并作为学校中层部
门管理，对信息化工作在全校中的推广应用，作用
比较明显。
4、学校信息化建设中的硬件建设总体水平都比较
高；
5、部分学校信息化技术在教学或其他部分领域中
的应用成果突出；
6、学校拥有一定的信息化软件的研发能力。



一、近年来各院校信息化推进力度较大，成果显著

1、 学校主要领导或主管教学的领导主持学校信息
化建设,有利于信息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也利于信息
化建设服务于学校教学中心工作。

,22%

43%

,35%

全部学校

主要领导分管 主管教学领导 其他领导

12%

50%

38%

试点学校

主要领导分管 主管教学领导 其他领导



一、近年来各院校信息化推进力度较大，成果显著

2、近年来学校普遍对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比较充
裕；

年度 全部学校平均
（万）

试点学校平均
（万）

学校最高投入数
（万）

2015年度 318.00 473.46 3949.61

2016年度 387.10 635.79 1756.17

2017年度
（预算）

372.15 655.70 2567.33



一、近年来各院校信息化推进力度较大，成果显著

3、信息化职能部门独立设置，并作为学校中层部
门管理，对信息化工作在全校中的推广应用，作用
比较明显。



全部学校 试点学校



一、近年来各院校信息化推进力度较大，成果显著

4、学校信息化建设中的硬件建设水平总体都比较高

全部学校 试点学校



一、近年来各院校信息化推进力度较大，成果显著

5、部分学校信息化技术在教学或其他部分领域中的应
用成果突出；

其他主要应用 全部学校 比例 试点学校 比例

资源库应用 27 33% 10 53%

微信应用 13 16% 5 26%

APP应用 10 12% 4 21%



一、近年来各院校信息化推进力度较大，成果显著

6、学校拥有一定的信息化软件的研发能力；

全部学校 试点学校



二、智能校园建设虽然有基础，但是差距仍然明显

智能校园的建设，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化建设，其突
出解决的是数据问题。主要有三大环节：

第一个环节：根据既定目标，将校园所有行为（包括所有教
学和工作行为）标准化，并将标准转化成为信息化程序（或自动
化流程），通过程序的运行产生大量的实时数据；

第二个环节：通过对实时数据的采集、组合、分析、展示，
实现校园管理可视化，使仿真校园全面建立；

第三个环节：由于数据（尤其是诊断要素）随工作行为的变
化而变化，不受人为干预，使学校的诊断与改进工作，得以自主
、自觉和持续不断、周而复始（也就形成8字型改进螺旋）

也就是说，平台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数据问题：要实现从无数
据到有数据，再从有数据到用好数据的根本性转变。



二、智能校园建设虽然有基础，但是差距仍然明显

• 基于“智能校园”对数据的特殊需求，建设重点是
要解决两大难题。

应用系统应全面覆盖校园的全部
管理领域

所有应用系统应实现互通互联，

数据共享



应用系统应全面覆盖校园的全部
管理领域

基本管理软件部署到位

大量的与标准链结合的流程被定义和程序化
据共享



部署三大平台和一个中心

所有应用系统应实现互通互联，

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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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校园建设虽然有基础，但是差距仍然明显

此外，学校自有的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也是当前
建设的另一个主重要的制约因素。

数据显示，学校信息化部门拥有软件方面的人员
数量，全部学校算，平均仅2人，试点学校也是平均2
人。由于部分学校实力较强，如顺德、湖北三峡等有
技术人员10人以上，这样一来，不少学校实际上仅有
1名人员（数据显示，完全没有软件技术人员的有4所
，只有1人的有22所），可见力量十分薄弱，很难在
任务艰巨的智能校园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配合学校加快推进智能校园建设的几点考虑

1、明确建设目标

2、设定建设期限

3、发布数据定义

4、提供数据接口

5、开展技术咨询

6、总结推荐案例

7、制定复核要求



三、配合学校加快推进智能校园建设的几点建议

1、明确建设目标：

在制定建设规划时应体现四个为主：

•以软环境建设为主
•以系统互通互联为主
•以流程与标准链结合为主
•以实时和源头数据的应用为主



三、配合学校加快推进智能校园建设的几点建议

2、设定建设期限

建议：试点学校明年六月前初步建成
非试点学校推迟一年初步建成

我个人认为，只要思路清晰、工作到位，

以大部分学校目前的信息化基础和资金投入量，
一两年内是可以见成效的。



三、配合学校加快推进智能校园建设的几点建议

3、发布数据定义

无论是学校的数据中心建设，还是实现校本
数据平台和国家状态数据平台的对接，均需要数
据定义（标准）的支持；

目前，状态数据定义编写已经初步完成，联
通新版采集平台上线时可一并发布。



三、配合学校加快推进智能校园建设的几点建议

4、提供数据接口

对信息化条件较好的试点院校，并且已经建
成数据中心和三大平台的，可以下载数据采集
“B版”或“C版”，可以实现状态数据的自动
采集。



三、配合学校加快推进智能校园建设的几点建议

5、开展技术咨询

数据的整合技术和相关方案，目前已有较多
的选择空间，应鼓励学校自主探索，实现建设模
式的多样化。

平台组可提供相关建议，如主流技术、资金
等方面的咨询，供学校参考。



三、配合学校加快推进智能校园建设的几点建议

6、总结推荐案例

认真总结已经建成智能校园且效果较好学校的
经验，形成案例推荐借鉴；

学校自主研发的、有自主版权的一些应用系统
，如果学校愿意，可有偿提供给其他学校尤其是试
点学校共享；

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平台组可联系部分学校
的技术力量，应邀帮助学校尤其是试点学校解决数
据孤岛等难题。



三、配合学校加快推进智能校园建设的几点建议

7、制定复核要求

为了使以后的复核工作具体化，建议明确平台
建设的相关细则和技术标准，内容包括是否实现以
国家状态数据平台为依据，以数据源头、实时釆集
为手段，实施诊改工作的数据化，并实现两大平台
的自动对接等要求。

对此、希望得到试点学校的意见反馈。

校本数据平台评价标准.xlsx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