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诊改知识应知必会问答（二） 

16.不同层面如何实现“8 字型质量改进螺旋”？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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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什么是诊改“双引擎”？ 

答：诊改“双引擎”就是 55821中的“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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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机制引擎：自我激励机制、考核性激励机制、联动机制。 

18.什么是目标链和标准链？ 

答：目标链是依据学校发展规划及其子规划（专业建设与发展、师资队伍发

展、学生素质教育发展、校园信息化建设、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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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目标在诊改中的意义是什么？ 

答：（1）目标决定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方向； 

（2）目标是标准制定的主要依据； 

（3）目标是 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的起点； 

（4）目标是主体地位的体现，内生动力产生的源头。 

20.标准在诊改中的意义是什么？ 

答：（1）标准是目标的具象体现； 

（2）标准是本质特性的显现； 

（3）标准是衡量目标的标尺； 



（4）标准是目标达成的底线； 

（5）标准是质量监控的窗口。 

21.学校运行的质量保证理念如何实现？ 

答：主要体现在： 

（1）学校质量保证目标与学校发展目标、人才培养目标一致性、达成度

高； 

（2）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科学明晰、符合实际且具有可操作性；实际执

行效果明显； 

（3）师生质量意识强，对学校质量理念的认同度高； 

质量保证全员参与程度高；质量文化氛围浓厚；持续改进质量的制度设计科

学有效，实现持续改进。 

22.安徽省先后颁发哪些相关文件推动安徽省高职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

进？ 

答：（1）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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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教高[2016]11号) 

（2）《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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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教秘高〔2016〕20 号) 

（3）《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职成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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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教秘高〔2017〕113号） 

（4）《安徽省高职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计划(2017-2020)》 

（5）《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职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的通知》

（皖教秘高〔2020〕42号） 

23.安徽省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的具体目标任务是什么？ 

答：（1）完善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2）树立现代质量文化 

（3）推进高职院校特色发展 

（4）提升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 



24.安徽省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1）定量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 

（2）自主诊断与抽样复核相结合 

（3）全面衡量与重点剖析相结合 

（4）共性与个性相结合 

（5）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25.安徽省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应每几年至少完成一次质量保证体系诊改

工作？ 

答：3年 

26.安徽省教育厅在学校自主诊改基础上，每几年抽取总数的 1/4 以上进

行复核？ 

答：3年 

27．安徽省诊改复核的目的是什么？ 

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把握诊改制度建设方向，突出高职院校质量保证

主体的地位和责任，督促高职院校有效落实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实施

方案（简称学校实施方案），以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平台（简称平台）建设为支

撑，以诊改为手段，加快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建立常态化的自主保证人才培养

质量机制，营造现代质量文化，不断提高师生员工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28．安徽省诊改复核的原则是什么？ 

答：（1）聚焦核心要素。聚焦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不同层面

（简称五个层面）的目标与标准、监测与预警、诊断与改进的机制建设和运行情

况。 

（2）关注诊改轨迹。坚持数据分析与实际调研相结合，基于学校平台数据分

析，以轨迹变化为关注点，辅以实际调查研究，做出与事实相符的判断。 

（3）尊重校本特色。坚持一校一策，尊重学校的历史文化和办学自主权，

针对学校当前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引导学校科学定位、服务发展、促进就业，

进一步完善有效可行的诊改工作实施方案。 



29．安徽省诊改复核的程序有哪些？ 

答：（1）学校自我诊断 

（2）学校申请复核 

（3）专委会制定计划 

（4）专家组复核包括网上复核和现场复核 

30．安徽省诊改复核的结论包括哪两种？ 

答：（1）显著有效；（2）有效；（3）待改进 

31.安徽省参加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复核的学校应提交诊改复核材料有哪

些？ 

答：根据皖教秘高[2025]57号文件通知要求，接受复核的试点院校应按照

《安徽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指引（试行）》要求，对

表对标整理“诊改复核学校材料清单”，并单列学校扩招人才培养内部质量保证有

关资料。具体为： 

（1） 



（2）学校扩招人才培养内部质量保证有关资料,包括： 



（2）学校扩招人才培养内部质量保证有关资料,包括： 

Ⅰ.学校扩招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方案 

Ⅱ.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Ⅲ.专业教学标准 

Ⅳ.课程标准 

Ⅴ.学生考核方案 

Ⅵ.授课教师教案 

Ⅶ.线上线下教学质量监控 

Ⅷ.教学事故处理 

Ⅸ.学校扩招人才培养自我诊断报告 

32. 安徽省诊改复核重点关注学校什么？ 

答：复核学校诊改制度“有没有、动没动、有效否”。复核工作坚持以学校

教学工作诊改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为重心这一基本原则，依据《学校诊改实施

方案》和《学校扩招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方案》两个方案，关注事前、事中、事后

三个维度，聚焦两链打造、螺旋运行、引擎驱动、平台支撑等四个环节，用符合

度、支撑度、吻合度、保障度、满意度等具有安徽特色的“五个度”的达成情况来

校验学校诊改制度建设成效。 

33.现场考察复核有几种方式？ 

答：现场考察复核方式是听取汇报、访谈座谈、问卷调查、实地考察、资

料查阅。 



34.诊改复核内容、关注要点、基本要求有哪些？ 

答：请见下表 

复核 

内容 
复核内容提示 关注要点 基本要求 

两链打

造与实

施 

1.学校发展规划是否成体系。学校发展目标

是否传递至专业、课程、教师层面，目标是

否上下衔接成链。学校机构职责是否明确，

是否建立岗位工作标准，标准和制度执行是

否有有效机制。 

2.专业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学校规划

契合，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目标与标准是

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3.课程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专业建设

规划契合，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目标与标

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4.教师个人发展目标确定是否与学校师资队

伍建设规划及专业建设规划等相关要求相适

切。教师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及与之相

应的目标与标准。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

体、可检测，与自身基础适切。 

5.学生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个人发展

目标是否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及素质教育相

关要求相适切。学校是否建立指导学生制定

个人发展计划的制度。 

1.总体目标和标准的科

学性。 

2.纵向目标和标准的完

整性。 

3.纵向目标和标准的主

体性。 

4.纵向目标和标准的系

统性。 

 

 

 

学校发展总目标分解到

专项规划和二级单位规

划，形成规划体系。按

时间轴细化目标任务，

节点明确。 

学校明确了专业、课

程、教师三层面的责任

主体，主体依据学校发

展规划，确立自己目标

和标准。 

 

螺

旋

建

立

与

运

行 

学校 

层面 

1.学校是否建有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分解、

实施、诊断、改进的运行机制。实施过程是

否有监测预警和改进机制，方法与手段是否

便捷可操作。 

2. 是否建立学校各组织机构履行职责的诊

改制度，方法与手段是否可操作，是否有效

运行。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

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改进措施是

否有效。 

1.规划在年度中的执行

性。 

2.工作过程管控的操作

性。 

3.岗位工作诊改的自主

性。 

4.目标绩效考核的激励

性。 

 

学校根据规划细化目标

任务，结合最新工作要

求，制定年度工作计

划。 

有年度工作计划执行情

况的监测预警与改进措

施。 

学校依据事实和数据形

成诊断报告，与既定的

年度工作计划目标相对

应。 

专业 

层面 

1．是否建立专业建设质量的诊改运行制

度。诊改内容是否有助于目标达成，诊改周

期是否合理，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

作。 

2．现有专业是否都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1.专业诊改的制度化。 

2.专业诊改的覆盖面。 

3.专业诊改的主体性。 

4.专业诊改的科学性。 

5.专业诊改的有效性 

建有专业诊改运行制

度。 

学校所有专业均按照制

度开展了诊改。 

专业团队依据事实和数

据形成诊改报告，并与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

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改进措施

是否有效。 

既定的专业建设目标标

准相对应。 

课程 

层面 

1.是否建立课程建设与课程教学质量的诊改

运行制度，诊改内容是否有助于目标达成，

诊改周期是否合理，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

捷可操作。 

2.现设课程是否都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

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改进措施是

否有效。 

1.课程诊改的制度化。 

2.课程诊改的覆盖面。 

3.课程诊改的主体性。 

4.课程诊改的科学性。 

5.课程诊改的有效性。 

 

建有课程诊改运行制

度。 

公共基础必修课、专业

核心课程全部按制度开

展了诊改。 

课程团队依据数据和事

实形成诊改报告，并与

既定的课程目标标准相

对应。 

教师 

层面 

1.是否建立教师个人发展自我诊改制度，周

期是否合理，方法是否便捷可操作。 

2.所有教师是否都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

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改进措施

是否有效。 

1.教师诊改的制度化。 

2.教师诊改的覆盖面。 

3.教师诊改的主体性。 

4.教师诊改的科学性。 

5.教师诊改的有效性。 

建有教师诊改运行制

度。 

至少有 2/3 以上（含

2/3）的专任教师按制

度开展了诊改。 

教师依据数据和事实形

成改报告，并与既定的

教师个人发展目标相对

应。 

学生 

层面 

1.学校是否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诊改。周期是

否合理，方法是否便捷可操作。 

2.所有学生是否实施自我诊改。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

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是否根据自

身基础进行改进。 

1.学生诊改的制度化。 

2.学生诊改的覆盖面。 

3.学生诊改的主体性。 

4.学生诊改的科学性。 

5.学生诊改的有效性。 

建有学生诊改运行制

度。 

至少有一个年级学生按

制度开展了诊改。 

学生个体能依据自己制

定的发展目标进行诊

改。 

 引擎驱

动与成

效 

1．学校领导是否重视诊改，扎实推进，师

生员工是否普遍接受诊改理念，并落实于自

觉行动中。 

2．学校是否建立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相适

应的考核激励制度，将考核与自我诊改相结

合。体现以外部监管为主向以自我诊改为主

转变的走向。  

3．各个主体的自我诊改是否逐渐趋向常态

化。师生员工对学校诊改工作是否满意和有

获得感。 

1．学校管理的有效性。 

2．内生动力的激励性。 

3．主体诊改的自觉性。 

4．自我诊改的常态化。 

学校主要领导重视诊改

制度建设，亲自部署诊

改工作。分管领导抓方

案的制定、指导、培

训、落实、监督等工

作。 

学校有与年度工作计划

任务执行情况关联的考

核制度。 

组织开展了校内的诊改

宣传与培训。 

平台建

设与应

用 

1.学校是否按智能化要求对平台建设进行了

顶层设计，平台架构是否具有实时、常态化

支撑学校诊改工作的功能。 

（1）能够实现数据的源头、即时采集。 

（2）能够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实时

开放共享。 

（3）能够进行数据分析，并实时展现分析

结果。 

1.顶层设计的先进性。 

2.顶层设计的科学性。 

3.顶层设计的可行性。 

4.建设进程的符合度。 

5.平台建设的有效性。 

 

按智能化要求设计平台

建设方案，至少有支撑

诊改所需的 3项功能。 

方案中设计的业务系统

基本覆盖五个层面的诊

改运行。 

按方案中设计的建设进

程，有步骤付诸实施。 

 



2.学校是否按照顶层设计蓝图，扎实推进平

台建设。 

3.学校在数据分析、应用方面开展了哪些工

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基本要求中的材料均为按学校实施方案启动后的材料，不追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