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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级精神 

关于开展湖南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 

2019 年复核工作的通知 

湘教通〔2019〕59 号 

各市州教育（体）局、高职高专院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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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

系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教通〔2016〕290 号）精神，为推进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与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进一步提高我省高等职业职教育 

质量，经研究，决定启动湖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

复核工作。现就2019 年复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复核主要内容 

主要复核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数据采集与分析应用情况，具体内

容见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印发的《湖南省高等职业院

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指引（试行）》。 

二、复核对象与时间 

建立了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制度并已运行三年的高职高专院校，均可申请

复核。2019 年复核工作计划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安排在3 月份，原则上为6 所

试点院校；第二批安排在6月份，原则上为第一批、第二批立项建设的其他卓越

高职高专院校；计划安排6月份复核的院校可申请3 月份复核。 

三、复核程序 

(一)学校申请。申请3月份复核的学校请于3月7日前，申请6月份复核的学校

请于5月10日前，将复核申请报告交湖南省教科院职成所。 

(二)网上复核。申请3 月份复核的学校请于3月19日前，申请6月份复核的学



校请于6月10日前，将有关材料在学校网站或平台公布（具体要求见附件1）。网

上复核时间为7 天。 

(三)现场复核。专家组进校复核工作时间为2 天，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公示复核结论。专家组结合网上复核和现场复核形成复核结论，经我厅

审定后，通过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为5 个工作日。 

(五)公布复核结论。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由我厅发文公布复核结论。 

四、复核结论 

(一)有效 

1.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基本形成，有至少三个层面的质量改进螺旋已经建立并

运行有效。 

2.数据采集与分析应用得当，诊断结论有数据和事实支持，能够展现分析结

果。 

(二)待改进 

尚未同时达到上述“有效”结论要求。 

(三)异常 

均未达到上述“有效”结论要求。 

五、其他 

(一)开展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促

进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各高职高专院校要高度重视、扎实推进诊断与改

进工作。 

(二)各高职高专院校要按照学校工作计划按期推进诊改及复核工作，不得影

响正常教学秩序，避免复核工作评估化、项目化、运动化。 

(三)复核专家应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不得接受邀请参加被复核学校的

诊改辅导、讲座等活动，不接受复核学校礼品、礼金和超标准接待，不参加与复



核无关的活动。被复核学校不得超标准接待，不得影响复核专家正常工作。 

(四)我厅定于3 月11 日-12 日，在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培训楼组织复核

工作专项培训，培训安排见附件2。请各市州教育（体）局和高职高专院校按培

训工作安排，通知本地本单位培训对象按时参加培训。请参加培训的学校和专家

于3 月7 日前将会议回执（见附件3）报省教科院职成所。 

(五)工作联系人： 

湖南省教育厅职成处，彭文科，0731－888882736。 

湖南省教科院职成所， 舒底清， 0731-84402935 ， 

13787310529；邮箱：842235413@qq.com；地址：长沙市教育街11 号省教科

院职成所808 室；邮编:410004。 

 

湖南省教育厅 

2019 年 3 月 4 日 

 

 

 

 

 

 

 

 

 

 

 



■ 工作动态 

学院组织召开高校内部质量管理与诊断分析平台研讨会 

为推进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发挥智能化信息平台在教学

诊断与改进工作中的支撑作用，6月 28日上午，学院组织召开高校内部质量管

理与诊断分析平台研讨会。诊断分析平台公司代表、规划与质量建设处、组织人

事处、图书信息中心、安迅公司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会，会议由规划与质量建设

处处长尹孝玲主持。 

 

会上，公司相关人员从指标分析、过程预警、画像对比、诊改报告四个方面

对内部质量管理与诊断分析平台的解决方案作了详细介绍，并结合高职诊改平台

落地案例向与会人员进行演示，展示了目标标准链梳理、数据采集、监测预警、

诊断改进等诊改平台功能，分享了诊改平台建设的实施安排、注意事项等。 

与会人员就平台功能、数据对接、系统对接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大家一

致认为，要常态化开展诊改工作，扎实推进目标标准链和“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

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学习交流，做好学校诊改平台建设的顶层设计、建设、应

用，确保能实时、常态化支撑学校的诊改工作。 

 



■ 工作动态 

学院组织人员参加诊改专题培训 

为进一步提高学院职能部门领导与工作人员的诊改理论与实务水平，

推进我院诊改工作， 7月29日至8月1日，由党政办、组织人事处、教务处、

学保处等一行6人赴青岛参加了“职业院校诊改工作实操能力提升暨教学

质量与行政服务质量诊改实操方法高级研修班”专题培训。 

本次培训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旨在贯彻落实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推动职业院校建立常态化自主保证人才培养

质量的机制，引导和促进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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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来自全国各地职业院校

的校领导、负责质量诊改工作的相关处长及工作人员近 60 人参加了本次培

训。 

本次研修班主要从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开展，对

诊改内容与路径、主要 观测点、动态监测方法、案例分析等进行了详细的

介绍。 

本次培训让参会人员学习和交流了兄弟院校专家及其他优秀试点院校

成功经验，对我校开展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及诊断与改进工作起到了促

进作用。 

 

 

 

 

 

 

 

 

 



■ 专家观点 

高职院校“诊改”制度建设引导管理变革 

作者：姚原野（淄博职业学院质量控制和绩效考核办公室主任） 

2015 年 6 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

度的通知，要求逐步在全国职业院校推进建立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以

下简称“诊改”制度），并全面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随后，又发布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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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指导思想是引导高职院校切实履行人才培养工作质量保证主体的责任，

建立常态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可持续的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不断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在全国高职院校中遴选了 27 所试点院校，开展试点。 

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是职业院校管理中的新生事物，

更多关注的是教育质量问题，强调的是自主性和常态化。这就要求高职院

校在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手段等方面进行变革，适应诊断与改进工

作机制运行的要求。高职院校如何进行管理变革以及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

我们需要处理和解决的。 

著名管理学家 WilfriedKrüger 提出的“变革管理冰山”理论指出，如

果把变革形容为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变革的成本、质量、时间等，

处理这些议题的能力很重要，但仅仅是冰山一角；超过 90%、潜伏在水面下

的，是对变革持有不同态度的成员。变革管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和挑战，

冰山顶层的问题管理，只有与冰山底层管理保持一致，才有可能达成预期

成效。冰山底层是变革管理的基础，组织革新的成功，往往不是来自制度、

流程等“硬件”的改变，而是来自成员价值观、情绪、行为等“软件”的

重塑。根据“诊改”制度建设的目标任务，本文浅谈高职院校开展管理变

革需要关注的问题。 



管理理念变革 

在通常的管理活动中，管理者就是实施管理活动内容的主导者；被管

理者是管理者实施管理活动的被动接受者，亦或说是实施管理活动的执行

者。在实际工作中，管理者要求被管理者要服从管理、对管理者负责，这

也就造成了一种管理思维定式，即向下管理，向上负责。如果问大家，你

向谁负责，得到的答复一定是，我们向领导负责；问大家，你管理谁，那

么结果也一定是我管理下属。这种管理思维定式就导致了在管理者进行管

理时，被管理者在不理解和接受管理者的管理要求时，缺乏积极性和主动

性。著名管理学家杰克·韦尔奇的助手罗塞娜·博得斯基提出了“向上管理”

的概念，指出管理需要资源，资源的分配权力在管理者手上。当被管理者

工作的开展需要获得自由资源时，就需要对管理者进行管理，也就是被管

理者要充分与管理者沟通，以赢得管理者的资源支持。如果赢得管理者的

资源支持，被管理者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被充分调动起来。因此，

正确的管理思维定式应该是：向下负责，向上管理。“向上管理”就是管

理者要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充分调动被管理者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引导被管理者主动与管理者沟通工作思路和打算，以便于给予被管理者的

各类资源的支持。“向下负责”就是要求管理者要给被管理者提供工作施

展的平台，为被管理者的成长发展提供机会，对被管理者的工作结果能够

承担责任。 

“诊改”制度建设明确指出，职业院校是履行人才培养质量的主体责

任，强调自我改进和提升。简而言之，“诊改”制度建设不是靠外部力量，

也不是评估和评价，而是学校自发的一种管理理念和行为。通过“诊改”

制度建设，引导职业院校真正把“事事有人管，全程有人管，人人都是管

理者”的全面管理理念落到实处。因此，“诊改”制度建设是全校性的、



全员性的，学校教育质量的保证，需要学校把管理质量责任落实到每一项

工作、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人。依照“变革管理冰山”理论，管理变革最

大的障碍在于基层、在于教职员工。管理变革首先要从基层开始，引导教

职员工从理念上进行变革。这就要求学校改变管理思维定式，从“向下管

理”转变为“向上管理”“对上负责”转变为“对下负责”，营造具有特

色的管理文化，充分挖掘和调动全校教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参与“诊改”

制度建设，才能真正实现预期目标。 

管理体制变革 

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工作，对于教学工作的落脚点和提升教学质量

的关键点，“诊改”制度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诊改”制度建设的基础是

构建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核心目标任务是以诊断与改进为手段，

促使高职院校在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等不同层面建立起完整且

相对独立的自我质量保证机制，强化学校各层级管理系统间的质量依存关

系，形成全要素网络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基本框

架是构建决策指挥、质量生成、资源建设、支持服务、监督控制五个纵向

质量保证系统，把学校的发展目标、质量目标、质量标准层层落实到学校、

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横向层面的质量保证主体责任。同时，“诊

改”制度也明确指出了教学中心工作的落脚点和教学质量关键要素就是专

业、课程、教师、学生，学校从上到下各项工作、各类资源的配置都要围

绕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四个着力点展开。这就要求学校从制度层面围

绕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要求，按照“向下负责，向上管理”的管理思维方式，

以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为核心，对学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顶

层设计，根据发展目标、质量目标、质量标准对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进行

再造，重点从工作流程、目标标准、组织实施、监督调控、考核激励等五



个方面促进内部管理形态的转变。“变革管理冰山”理论认为，变革管理

战略有两种：一是革命性的、彻底的变革，如工作流程重组；二是渐进式

的、递增的变革，如工作持续改进。由此可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

系建设要求职业院校对内部管理体制进行革命性的、彻底的变革。 

管理手段变革 

一般的管理手段主要是采取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思想政

治手段进行的管理，具体表现为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和绩效考核方式，管理

决策主要是依靠规章制度和管理者经验。 

当前，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及肯

尼斯·库克耶编写的《大数据时代》开篇引言中对大数据时代进行了描述，

“一场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

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显微镜让我们能够观测微生物一样，大

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

泉，而更多的改变正蓄势待发„„”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

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通过“加

工”实现数据的“增值”。大数据时代下的管理已经进入数据化管理时代，

数据化管理将成为学校在实施精细化管理、质量体系认证、绩效管理等先

进的管理方式为基础的一种全新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使学院管理决策依据

更加科学、精准、有效。“诊改”制度建设强调的是建立基于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的自主“诊改”机制，依托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构

建信息化平台，实现数据共享、源头采集、实时采集。在数据分析的基础

上，按照“PDCA 质量循环”，推进管理质量螺旋提升，逐步建立“让数据

说话、用数据决策、靠数据管理”的数据化管理机制。因此，数据化管理

将成为高职院校在“诊改”制度建设中的主要管理手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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