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学习手册

1.什么是“诊改”？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简称“诊改”工作，诊改工作是建立常态化自主保证

人才培养质量机制，引导和促进高职院校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提升内部质量保证工作成

效的过程。重点是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建设与运行。

2.“诊改”的依据是什么？

两个重要文件：教育部〔2015〕2 号文和〔2015〕168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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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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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成司函〔2015〕168

号）

3.“诊改”的目标是什么？

通过持续规范的自我约束、自我评价、自我改进、自我发展，建立并运行全要素网络化的内部质

量保证体系，不断提升办学活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实现自我诊改是关键。

4.诊改中强调的“三全”、“三共”、“三部曲”含义是什么？

“三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三共”：共创、共治、共享；

“三部曲”：事前（目标、标准）、事中（监测、预警）、事后（诊断、改进）。

5.诊改“55821”的含义是什么？

5-五纵系统

5-五横层面（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

8-“8 字型质量改进螺旋”



2-双引擎（激励机制、质量文化）

1-数据平台（校本数据采集分析平台）

6.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是什么？（“五纵五横一平台”）

建设“五纵五横一平台”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即按照决策指挥、质量生成、资源建设、支持服务、

监督控制等五个系统，从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等五个层面，以信息平台为依托，建设完整

且相对独立的自我质量保证机制，逐步形成全要素网络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7.学校诊改的组织管理体系

构建由学校党委会及院长办公会组成的诊改工作领导层，全面领导学校内部质量诊改工作的顶层

设计、实施和绩效评价工作；构建由党政办公室（质量办公室）、组织人事处、教务处、学生工作部、

信息技术中心等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组成诊改工作统筹层，聚焦诊改七要素，面向学校、专业、课程、

教师、学生层面，制定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目标、标准、制度，实施监控预测和诊断改进工作。

8.什么是目标链和标准链？

目标链是依据学校发展规划及其子规划（专业发展、课程建设、教师发展、学生发展等），由学

校总体发展目标，专业发展目标、课程建设目标、教师发展目标、学生发展目标，各部门工作目标、



各专业发展目标、各课程建设目标、教师个人发展目标和学生个人发展目标构成的自上而下、层级分

明、内容关联的目标体系。

标准链是依据目标链，由学校管理服务标准、专业建设标准、课程建设标准、师资队伍建设标准、

学生全面发展标准构成的内容关联、相对独立的标准体系。

9.学校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总体目标：建成中国特色国际一流农业高职院校

第一步：到 2024 年，完成国家“双高计划”建设任务，争取职教本科办学试点，建成特色鲜

明、行业领先、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农业高职院校。

第二步：到 2035 年，涉农专业全面建成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学校进入国家“双高计划”高

水平学校建设，建成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农业高职院校。

第三步：到 2049 年，全面建成行业领军、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农业高职院校。

10.什么是“8 字型质量改进螺旋”？

“8 字型质量改进螺旋”是指全面提升质量的工作过程，由两个循环构成一个 8 字型。依据目标

和标准，组织实施，在工作过程中分析数据、诊断问题、及时改进，促进向更高的目标发展，形成不

断提高的质量改进螺旋（循环提升）。

第 1 个循环是大循环，依据目标（起点），制定标准，设计行动方案，组织实施，全程进行自

我诊断，不断找到差距，通过学习创新，改进提升，建立更高一层的发展目标。

第 2 个循环是小循环，是指在实施工作的过程中，通过外部监测，进行数据分析，随时发现问

题，及时发布预警，督促相关部门、人员采取切实措施，改进行动方案。



11.不同层面如何实现“8 字型质量改进螺旋”？

从相应的目标开始，制定标准，进行实施，通过自我诊断和外部监测，进行数据分析，随时发现

预警、及时调整改进，向更高的目标发展，促进工作质量的循环提升。

12.什么是诊改“双引擎”？

文化引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现代质量观。

机制引擎：自我激励机制、考核性激励机制、联动机制。

13.“诊改”与“评估”一样吗？

诊改与评估有本质的不同，最关键的不同是评估是通过外部评估促进学校发展，而诊改是要求通

过自我诊断与改进建立质量主体意识、实现常态“诊改”和质量螺旋提升。

（1）组织主体不同

评估——不含质量管理方、办学方的其他利益相关方或第三方；

诊改——质量保证直接责任方（ 设计、“生产”、管理）。

（2）标准设置不同

评估——组织者设定，相对固定；

诊改——质量生成主体设定，与时俱进。

（3）运作动力不同



评估——外部，行政指令；

诊改——内在，实际需求、自身需要。

（4）运作形态不同

评估：项目性质，阶段性；

诊改：与工作融为一体，常态化。

（5）所起作用不同：

评估：周期性、脉冲式激励；

诊改：过程监控、内生持续。

14.省教育厅诊改复核专家组进校现场考察复核主要工作方式是什么？

专家组通过听取汇报、深度访谈、实地考察、查阅资料以及其他必要的方式，了解学校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的基本架构、运行状态、经验成效以及学校质量文化的显性化表现，对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

系建设、专业质量保证、师资质量保证、学生全面发展保证、体系运行

了



异常——15 项诊断要素中，自主诊断结果与复核结果相符＜10 项；改进措施针对性不强、力度

不够。

待改进——上述标准以外的其他情况。

16.复核的结论如何运用？

“待改进”和“异常”的学校改进期为 1 年，改进期满后须重新提出复核申请，再次复核结论

为“有效”的，同一周期内可不再接受复核。

复核结论为“异常”和连续 2 次“待改进”的学校，教育厅将对其采取削减招生计划、暂停备

案新专业、限制项目审报等限制措施。

17.被列入复核的学校应提交哪些材料？

（1）学校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

（2）近 2 年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

（3）近 2 年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4）近 2 年学校、校内职能部门、院（系）的年度自我诊改报告。

（5）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及其他子规划。

（6）学校所在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规划。

18.如何深入了解诊改动态？

全国职业教育诊改网：http://www.zyjyzg.org/；

职业教育诊改政策文件：http://www.zyjyzg.org/list_ZHVp.html

学校诊改专题网站：http://www.cdnkxy.com/zhenggai/

http://www.zyjyzg.org/%EF%BC%9B
http://www.zyjyzg.org/list_ZHVp.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