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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对于深化国家“放

管服”改革、促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具有重要意

义。职业院校实施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简称“诊

改”）是“管办评”分离的必然选择、学校履行主

体责任的重要内容以及持续提升培养质量的重

要抓手[1]。2020年，《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2020-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

“健全职业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深入推进职业学

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切实发挥学校

质量保证主体作用”。自2016年教育部确定诊改试

点院校（其中高职院校共27所）以来，截至2020年

底，已完成三批共24所高职试点院校的复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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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

“注重宣传，各职业院校须在学校官网设立专栏，

发布校本诊改实施方案，及时反映诊改工作的进

展与成果，充分利用公开媒体宣传报道有关工作

及成效”[2]。学校官网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

了学校工作的重点，对于引导全校教师的工作开

展和精力投入具有积极意义。为深入了解高职试

点院校对诊改工作的关注程度及推进情况，本文

选取参与试点的27所高职院校作为研究对象，统

计分析其学校官网有关诊改工作的报道，发现试

点院校目前推进诊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对

策建议，以期为后续诊改工作的科学、有效开展

提供借鉴。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分析

利用试点院校官网的导航、浏览及搜索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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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查找整理了27所高职诊改试点院校2016-2020年诊改工

作的相关报道，以此为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在27所院

校中，有9所院校的官网没有搜索引擎，对官网首页所显示的

“校园新闻”“通知公告”“新闻动态”等栏目逐一浏览后，

筛选得到与诊改工作有直接关联的报道。对于18所官网首

页有搜索引擎的院校，利用关键词搜索的方法，依次以“诊

改”“诊断”“质量保证”“复核”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根据

浏览、筛选和关键词搜索得到的报道，剔除与诊改工作相关

度较低或完全不相关的报道，共得到有效报道样本576条。

（一）高职诊改试点院校2016-2020各年度诊改工作报

道的数量

对576条报道样本进行整体性分析，由图1可知，27所试

点院校在2016年到2020年间，通过校园官网进行诊改工作

报道的院校数及标题数呈比较明显的先升后降趋势。2016

年，27所试点院校中有18所在学校官网发布了诊改工作报

道，共67条。其中，在2016年5月31日之前，开展诊改工作报

道的院校仅5所，标题只有13条。其后至2016年12月底，对于

诊改工作进行报道的试点院校数增加了15所，标题数增加54

条。有关诊改工作报道的试点院校数和标题数大幅增加的

原因是：2016年5月31日，教育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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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实

施试点院校的改革做法，有效促进了试点院校诊改工作的开

展。2017、2018、2019年，有诊改工作报道的试点院校数（报

道数）分别为23所（151条）、21所（203条）、23所（132条）。

2020年，由于大部分高职诊改试点院校已完成复核工作，且

当时全国处于新冠疫情常态化期间，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校

诊改工作的开展。该年度内，对诊改工作进行宣传报道的高

职试点院校只有10所，相关报道标题仅23条。

图1  2016-2020 年全国 27所高职诊改试点院校官网上关于诊改工作的报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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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诊改试点院校中各院校诊改工作的报道数分析

2016-2020年，27所试点院校对于诊改工作的报道数存

在显著差异。如图2所示，诊改工作报道数排名前十的有11

所院校，分别为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95条）、常州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71条）、铜仁职业技术学院（63条）等等，

滨州职业学院和黑龙江职业学院并列第十，均为19条。排名

前十位的11所院校诊改工作报道数共441条，占27所试点院

校全部报道数的76.6%。数据统计显示，不同试点院校对于

诊改工作的重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对该项工作重视的院

校，诊改工作报道的数量相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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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国 27所高职诊改试点院校官网上关于诊改工作的报道数位居前十的院校

排名前十的11所院校2016-2020年各年度的报道数情况

如图3所示，这11所院校中，有6所院校系第一批完成复核工

作，5所院校属于第二批完成复核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表

明，能积极报道和宣传诊改工作的院校，其诊改工作开展的

效率、工作取得的成效也更为明显。反之，27所试点院校中，

有2所院校自2016年成为试点院校以来，对诊改工作未有过

相应报道，还有1所院校的相关报道数仅为一条。截至2020

年12月31日的诊改工作复核结果显示，全国教学诊改专家委

员会也未组织开展对这3所院校的复核。结合各高职试点院

校的诊改实践可以发现，试点院校的诊改工作报道数已成为

学校诊改工作开展的“晴雨表”。

图 3  排名前十的11所试点院校 2016-2020 年各年度的诊改工作报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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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点院校中诊改工作报道标题的关键词分析

为全面反映诊改工作的实施现状，除了统计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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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诊改工作的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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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国 27所高职诊改试点院校诊改工作报道标题中“五层面”的报道

注：部分报道标题涉及的诊改层面不止一个，在整理过程中，限定单个报道标题最多统计3个

层面，因此关于诊改“五层面”报道的标题数之和会超过报道标题的总数。

二、主要结论和问题分析

（一）主要结论

第一，国家诊改相关政策文件的颁布有力推动了诊改

工作的开展。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法规制度作为支

撑，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政策文件为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促进院校相关工作的持续展开。为推动

职业院校的诊改工作，教育部和全国诊改专委会先后颁布

了多份政策文件。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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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目的意义、

内涵任务以及实施工作要求；2016年，教育部又先后发布了

《关于成立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

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6]7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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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件；2017年，教育部颁布专门推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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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全国职业院校全面

推进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2018年，全国诊改专委会发

布《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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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职教诊改[2018]25号），对

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的开

展进行具体指导；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

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强调健全职业学校

内部治理结构，深入推进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切

实发挥学校质量保证主体作用。体现在试点院校诊改工作

的报道数量上，每一次诊改政策文件的颁布，都带来诊改工

改”“诊断”“质量保证”及“复核”这4个直接体现诊改工作

本质的核心关键词搜索得到的报道标题之外，还统计了与

诊改工作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关键词，如“质量管理”“质量

文化”等。如表1所示，在以4个核心关键词搜索所得到的报

道标题中，“诊改”出现的频率最高，达335次，占比47.86%。

其次是“诊断”，出现194次，占比27.71%。基于对上述关键

词的分析发现，“诊改”与“诊断”这两个关键词占比较大，

表明试点院校在重视开展诊改工作的同时，也及时进行了相

关工作的报道宣传。目前有24所高职院校完成了诊改复核工

作，“复核”出现的频率为41次，占比5.86%，主要体现为复

核工作前发布的通知、动员会、培训会、复核工作调研及反

馈会等。“质量保证（质保）”出现的频率居中，为194次，占

比也相对较高，诊改工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建立院校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此外，其他关键词包括“质

量管理”“教学督导”，分别为5次和4次，“目标链”“质量

监控”及“质量文化”均出现1次。诊改工作强调“目标链”和

“标准链”两链的打造，要求重视校园质量文化建设。利用

4个核心关键词搜索到的报道标题中，上述其他几个关键词

也能揭示诊改工作的实质，反映出试点院校多维度实施了诊

改，这对诊改工作地深入开展具有积极意义。

表1  全国 27所高职诊改试点院校诊改工作报道标题中的关键词情况

关键
词

诊改 诊断
质量
保证

复核
教学
督导

质保
质量
管理

目标
链

质量
监控

质量
文化

合计

频率
（次）

335 194 115 41 4 3 5 1 1 1 700

百分比
（%）

47.86 27.71 16.43 5.86 0.57 0.43 0.72 0.14 0.14 0.14 100

注：由于一个报道标题的关键词不止一个，在整理过程中，限定单个报道标题最多统计3个关

键词，因此报道的关键词数量总和会超过报道标题的总数。

（四）高职诊改试点院校中诊改工作报道标题“五层

面”的分析

诊改工作强调建设“五纵五横一平台”，其中“五横”是

指由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层面”各自建立起完

整且相对独立的自我质量保证机制。基于报道标题的分析发

现，见图4，目前诊改工作的开展主要集中在学校层面，标题

数达473条，占总数的78.18%，说明各试点院校的诊改工作

都注重从整体出发，在学校层面率先、积极推进。专业、课

程层面的诊改工作相关报道数占比仅为9%，相对较低。鉴

于专业、课程是职业院校实现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关键，数

据统计显示，目前学校诊改工作开展对其关注还相对不够，

不利于诊改工作朝纵深方向发展。同时，教师、学生层面的

诊改工作报道数也远低于学校层面，分别为23条和57条。教

师、学生是学校开展各项活动的主体，学生则是诊改工作的

落脚点，相关报道偏少，表明诊改主体的参与度不够，这在



42

COMMENT
评 析

作报道数的快速提升，进而有效推动了试点院校诊改工作的

开展。

第二，试点院校的诊改报道数量密切关联其诊改工作

实施的进度。全国27所高职诊改试点院校中，绝大部分院校

积极践行诊改工作理念，有效落实诊改工作要求，并积极

开展相关工作的宣传报道，取得了预期的实施成效。统计显

示，诊改工作报道标题数排名前十的11所院校，均在第一和

第二批诊改复核院校完成名单之中，其中6所院校在第一批

中完成复核工作。这11所试点院校有关诊改工作报道标题数

之和占全部总报道标题量的3/4，主要包括开展诊改工作理

论培训会议、院校交流学习会议、专业及课程建设讨论会、

教师及学生发展专题讲座会以及诊改复核研讨会等，上述

会议和活动的召开举办，反映了学校开展诊改工作的具体过

程与内容，有效推动了诊改工作的宽度与深度。

第三，诊改工作“五层面”实施的差异体现了各校诊改

工作的特色。诊改工作强调职业院校内部“五纵五横一平台”

的系统化建设，高职试点院校最终要在学校、专业、课程、教

师、学生横向“五层面”各自建立起完整且相对独立的自我

质量保证机制。通过对试点院校诊改工作报道标题的分析发

现，各院校对诊改工作横向“五层面”的开展存在较大差异

性。对官网相关报道的统计结果显示，在五层面均开展诊改

工作的院校有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铜仁职业技术

学院、滨州职业学院等十余所院校，诊改工作在各个层面展

开，有利于诊改工作目标的最终实现。其他院校诊改工作的

开展主要集中在学校层面，也有部分院校对专业、课程、教

师及学生不同层面分别实施了诊改。如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在专业、课程、平台方面的诊改工作较为突出，而陕西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有关学生层面的诊改报道相对较多。

（二）主要问题分析

教育部通过颁布诊改工作系列文件、成立全国诊改专

委会、确定全国诊改试点院校，并提出全面推进职业院校教

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的要求，为全国职业院校开展诊

改工作提供了基本保障。全国高职诊改试点院校充分发挥带

头作用，积极采取各项措施落实诊改工作并顺利完成复核，

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从试点院校官网关于诊改工作的相

关报道来看，各院校在实施和推进诊改过程中还存在一些

问题与挑战。

1.院校对诊改理论把握不够科学，诊改工作在徘徊中行进

从全国职业院校整体来看，诊改工作仍处于试点工作

收尾阶段。试点院校积极落实诊改政策文件要求，并积极开

展相关实践，但由于缺乏对诊改理论科学、全面的认识，导

致整体推进工作缓慢。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是以

“大教学工作”为对象，包含学校组织的一切有利于学生身

心发展和将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活动[3]。

然而，一些试点院校将“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简单、片面

地理解为对教学工作的诊改，尽管这些院校按照“五纵五横

一平台”的建设要求进行了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

个层面的诊改，但由于对各层面诊改实施的主体、对象、内

容、要求等不甚明确，且未意识到各层面诊改工作之间存在

的内在关联，最终还是将诊改工作局限于学校的教学工作。

同时，诊改工作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为基本理念，以提升

学生培养质量为根本目的。从上述报道标题“五层面”分析

中发现，试点院校有关教师、学生两个重要主体层面的诊改

报道数量较少。一方面由于学校领导对诊改理念理解不太全

面，进而对教师和学生参与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进行有效

动员；另一方面是部分教师认为诊改工作本就是学校管理者

的事，与自身发展无密切联系。此外，诊改工作预期成效的

实现需要转变质量管理理念，同时关键在于打造目标链以及

与之相契合的标准链[4]。从关键词统计的角度发现，试点院

校虽然有对“质量”“目标链”及“标准链”这些理念的报道

和宣传，但其数量较少，说明对诊改工作本质的理解还存在

一定偏差。

2.国家的诊改政策不够明晰连续，诊改工作在观望中开展

教育政策是发展教育的重要手段，政策导向性是我国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特征[5]。2015年，教育部首次颁布

关于职业院校开展诊改工作的专项政策文件。随后，教育部、

各省教育厅（市教委）又相继出台了指导诊改工作推进的政

策及方案。截至2020年底，教育部（全国诊改专委会）层面

颁布的诊改专项政策文件共有7项。但是，从国家颁布诊改

政策文件的时间来看，2019年和2020年均未颁布有关实施

和推进诊改工作的专项政策文件。相应的，诊改试点院校

对诊改工作的实施推进与报道宣传也呈现出先热后冷的态

势，学校官网上发布的诊改工作报道从2018年的203条降至

2020年的23条。其实，2020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

动计划》中提到，“深入推进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

制度建设”，将诊改工作确定为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内容，但毕竟不是作为以“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为主题词

命名的专项政策文件出现，加上该文件的内容较多，不足以

引起高职院校对诊改这项工作的特别关注和重视。另外，教

育部已决定将全国层面诊改工作的实施开展，委托给教育部

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进行实施指导，这也对各试点院

校推进诊改工作带来一定影响，导致院校对诊改工作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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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处于观望状态，进程放缓，效率降低。

3.院校缺乏典型案例和经验示范，诊改工作在探索中推行

“诊改”对我国高职教育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改革探

索；对高职院校内涵建设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很难在短

期内建构并凸显成效，缺少典型案例是当前教学诊改在院校

层面推广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6]。在试点院校官网报道中，

有关诊改工作报道数较多的院校，其推进诊改工作更多体现

在通过邀请全国诊改专委会专家来校指导，出席全国诊改培

训会以及前往其他院校调研、走访和观摩等“请进来、走出

去”方式实现。部分已通过复核的试点院校在实施和推进诊

改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开展了相关交流活动，并进行了

相应报道，但未形成理论性、系统性、针对性的典型案例进

行宣传推广。2020年12月，全国诊改专委会发布了《关于公布

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优秀案例的通知》，

在全国职业院校共征集了475个案例，最终遴选出124个优秀

案例，其中高职院校83个。同时，部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省

级专委会）也发布了相关通知，征集所在区域职业院校的诊

改案例，但从上交的案例来看，发现其仍存在名称不规范、

内容没有反映诊改工作的本质特点等诸多问题，体现出院校

在落实诊改工作过程中，还存在对诊改工作内涵理解偏差、

实施范围和行动举措不够明晰等诸多不足。

三、进一步推进高职院校诊改工作的思考
与建议

（一）把握诊改制度的核心理念，提高诊改工作实施科

学性

对于任何一种教育制度来说，它若想成为有意义和有成

效的教育制度，就必须以一种明确、深思熟虑、富有理性的

哲学或世界观为基础[7]。科学理念、创新意识和先进工具是

开展诊改工作的前提，是支持高职院校质量变革的根本力

量。第一，科学理解诊改工作实施的内涵及要求。学校领导

要重视深入学习诊改政策文件，将诊改工作的核心理念、实

施要求等准确传达给二级学院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在部署诊

改工作时，要根据诊改工作的实施要求，既要重视学校、二

级学院、教师和学生个人发展等方面诊改目标链、标准链的

打造及“8字质量改进螺旋”的建设，也要学习先进的质量管

理理念，塑造学校质量管理文化，并提升诊改工作主体人员

的质量意识。第二，组织开展对全校师生诊改工作的培训。

除“五横”中明确提出开展教师、学生层面诊改外，学校、

专业及课程等层面诊改工作的完成也与教师和学生密切相

关。要分层分类对全校教师开展专项培训，介绍诊改理念、

理论，解读诊改实施方案，培训质量管理工具及平台使用方

法。让教师充分意识到自己也是“诊改”工作的重要一员，以

乐观的态度参与到诊改中，将诊改工作的内涵真正贯穿于教

学实践中[8]。要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主线规划育人过程，让学

生自己确定目标，学校和教师制定标准并提供辅助，并探索

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情况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

素横向评价[9]，促进职业院校学生全面发展。第三，挖掘现

代信息技术在诊改工作中的潜能。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创新质量管理平台、信息支撑系统

和各类评价工具，减少诊改工作中的多头评价、重复评价，

切实减轻学校和基层人员的负担，实现诊改工作从智慧化走

向智能化的常态性、周期性和持续性开展。

（二）深入分析诊改运行机制，形成可复制的典型案例

教学诊改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质量，改进的形式是灵活多

样的，方法和过程应是可监测的[10]。对于全国诊改专委会遴

选推荐出的优秀案例，要组织专门研讨，对其中的典型案例

做进一步的运行机制分析，按照诊改院校或诊改主体层面进

行分类，形成在全国可推广、可借鉴的诊改工作实施经验。首

先，注重典型案例中所包含诊改工作要素的全面性，体现诊

改工作实施注重“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基本理念。案例

要包含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等横向五个层面的诊改

工作；同时要体现横向五层面对应的决策指挥、质量生成、

资源建设、支持服务、监督控制五个系统的功能及运行过

程。其次，要突出典型案例中诊改运行机制的特色，按照院

校诊改过程中对“8字质量改进螺旋”设计与运用的不同，进

行分析比较。各院校和部门要能够在运行中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与特点正确理解螺旋，做到操作简便易行[11]。最后，典型

案例要突出诊改工作的本质，重视目标链、标准链及制度链

建设在诊改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保障作用。教育行政部门、

全国诊改专委会以及试点院校要遵循公开化、透明化的原

则，将实施诊改工作的质量管理理念、信息支撑系统及质量

文化的创建分类总结和宣传推广，便于其他院校的有效学习

和借鉴。

（三）聚焦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推进诊改工作深入

开展

内部质量保证的长效机制能够确保内部质量保证活动

持续、有效地开展，是职业院校实施诊改工作的动力源泉。

教育行政部门作为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的监督者和复核者，

一方面要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又

要通过“复核”督促院校健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形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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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Status and Reform Direction of Teaching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alysis of Official Website Reports of 27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Pilot Colleges across China 

Luo Yaocheng , Peng Ruowei

Abstract  The teaching work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system design to deepen the national reform of  “deleg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service”,  to promote  the  separation of“administration,  running and evaluating”of education,  and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t present,  the review work of  the pilot colleges  for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determin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been basically completed,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work of  the pilot  institutions.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work  in 
the pilot colleges by analyzing  the publicity and reports of  the diagnosis and development work  in  the pilot colleges' official websit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official websites of 27 pilot colleg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work of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For example, the lack of scientific grasp of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theory in colleges, the lack of clear and continuous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lack of typical cases and experience demonstration in colleges 
.Accordingly,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work, such as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system, carry out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diagnosis and 
development an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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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与改进工作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定诊改专

项政策为院校开展诊改工作提供依据与保障。要充分利用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技术，发布诊改工作指导内容，开展生动

有效的政策宣传，营造国家支持和鼓励高职院校自主诊改、

建立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政策环境，形成院校内外结合

的质量保证体系。职业院校作为人才培养质量的第一责任主

体，是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院校要

在已形成的有效质量保证体制机制的基础上，融入创新性质

量管理理论，通过优化质量保障环节实现诊改工作的战略

规划、运行机制、支持服务全覆盖。此外，质量保证更重要

的是要从人的价值层面和精神领域入手，改变人们的态度、

习惯及做事方式。只有这样，规章制度、标准准则才能得到

真正有效地贯彻执行[12]。高职院校在建立和完善诊改工作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过程中，要尤为重视人的角色和地位，注

重发挥其主体作用，营造院校质量管理、质量文化氛围，使

全校所有成员树立起对教育质量的责任感，提高他们自觉参

与诊改工作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