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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质量基础，把握工作内涵

扎实推进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
——山东省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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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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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诊改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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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扎实推进诊改各项工作

深刻把握诊改工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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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全省职教质量基础



连续出台50个配套文件，建立28项制度，

在省级层面形成全方位支持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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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夯实全省职教质量基础

（一）在省级层面，全面加强质量标准和制度的顶层设计

1.基本形成了支持职教改革发展、全面提升职教质量的制度体系



鲁政发〔2012〕49号 鲁政办字〔2013〕126号

把打通和拓宽

技术技能人才

成长路径作为

首要任务

6鲁政发〔2015〕17号

一、夯实全省职教质量基础

（一）省级层面，树立职教大质量观，全面加强质量标准和制度的顶层设计

1.基本形成了支持职教改革发展、全面提升职教质量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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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标准
开发与制定

投入1800万
元，开发88
个三年制高
职专业教学
指导方案

投入1.47亿
元，开发了
147个应用型
本科、高职、
中职相衔接
的人才培养
方案

投入3000万
元，开发110
个中职及五
年制专业教
学指导方案

投入900万元，
开发30个中
职及五年制
专业文化课
程标准

制订各专业
实训设备配
备标准和师
资配备标准

一、夯实全省职教质量基础

（一）省级层面，树立职教大质量观，全面加强质量标准和制度的顶层设计

2.研制专业及文化课程教学标准，并制定实训设备及师资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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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夯实全省职教质量基础

（一）省级层面，树立职教大质量观，全面加强质量标准和制度的顶层设计

3.建立了职教教师的聘任标准

•建立了体现职业
教育特点、灵活多
元的教师供给机制，
核定职业院校教职
工编制；

•创新性地允许职
业院校教职工编制
总额的20%不纳入
编制实名制管理，
用于聘任兼职教师。

鲁编办发〔2013〕11
号文件：

鲁人社发〔2013〕44
号文件：

鲁人社发〔2013〕45
号、鲁人社发〔2013〕
46号文件：

鲁教人发〔2013〕8号
文件：

•改革了职业院校教
师招聘制度，职业教
育专业教师招聘以测
试专业技能和执教能
力为主

•将专业工作经历和
职业资格作为基本条
件，允许教学急需但
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专
业人才参加招聘，合
格的待取得教师资格
证后再转为正式教师。

•首次提出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职称
进行分类评审，并
要求将教学实绩、
技能水平、技术研
发成果等作为专业
技术职务评聘的重
要依据。

•首次提出在中职
学校开展教授专业
技术职务聘任。

•首次明确要求达到
一定条件的兼职教
师可参加教师职称
评审，各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经
济和信息化等部门
将选派专业兼职教
师的数量和水平纳
入企业社会责任考
核，让更多业界精
英走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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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夯实全省职教质量基础

（一）省级层面，树立职教大质量观，全面加强质量标准和制度的顶层设计

4.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开展了一系列内涵建设项目

1

2

3
5

4

实施现代学徒制
省级试点项目，
投入1500万元，
开展项目62项

实施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立项，投
入1000万元，资
助项目793项

实施《山东省职业教育基
础能力建设计划》，每年
投入1亿元，建设示范性及
优质特色中等职业学校、
规范化中职校

启动山东省高等教育
名校建设工程，建设
了18所应用型名校、
25所技能型名校

实施品牌专业建设
项目，投入3.75亿
元，建设了28个高
职品牌专业群、
122个中职品牌专
业



一、夯实全省职教质量基础

（二）院校层面，以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为重点，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1.淄博职业学院的绩效考核体系



一、夯实全省职教质量基础

（二）院校层面，以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为重点，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2.滨州职业学院的4321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4321” 多元监控教学质量体系



一、夯实全省职教质量基础

（二）院校层面，以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为重点，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3.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图



二、深刻把握诊改工作内涵

（一）持续提高质量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

质量问题

结构质量 培养质量

管理质量 服务质量

院校布局、职教层次、
专业结构与中国制造
2025和现代产业结构
升级还存在诸多不适
应的地方。

基础能力提升、培养
模式改革、课程建设
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依法治教与依法治校、
现代学校制度、学校
内部管理机制等还存
在不规范、不完善

职业院校服务中小微
企业技术升级的能力、
教师联系企业能力还
较为薄弱



二、深刻把握诊改工作内涵

（二）提高质量必须落实职业院校的主体责任

1

2

3

提升质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仍待进一步强化

作为教学质量主体的责任仍不够突出

周期性、常态化教学自主改进机制不够完善

职业院校是提高质量的第一责任主体



二、深刻把握诊改工作内涵

（三）诊断与改进是职业教育提高质量的重要手段

预警 监测

目标 标准 设计 组织 实施

改进 存储 创新 学习 诊断

改进

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

“8字形”的纵横联动质
量改进螺旋



二、深刻把握诊改工作内涵

（四）建立诊改制度是全省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实现质量提升的重要抓手

课程
建设

学生
发展

专业
建设

教师
发展

五纵五横一平台



三、扎实推进诊改各项工作

（一）建立三级培训体系

举办诊改工作培训班，
邀请专家进一步解读
诊改文件，明确诊改
工作流程和方法，从
根本上促进各院校落
实诊改工作。

促进各职业院校加强
内部培训和动员，成
立相应机构，邀请专
家举办讲座，进一步
提升诊改理念，完善
教学诊改方案并积极
开展诊改。

省级层面 校际层面 院校层面

发挥全省诊改专家
委员会的作用，开
展院校间工作研讨，
交流工作经验和做
法，促进诊改工作
实现整体提升。



三、扎实推进诊改各项工作

（二）完善两级诊断方案

开发诊改项目

根据教育部要求，提交
了诊改方案和规划。对
方案先后开展了3次专
家研讨、2次向全省征
求意见，并积极吸收其
他省市方案，进行了反
复修改。计划到2020年
，全省高职院校完成一
轮自主诊断与改进工作
，并对35所左右的高职
院校进行复核。

除3所试点院校已
完成试点方案外，
全省已有31所高职
院校完成院校试点
方案初稿，目前正
在论证中。

制定全省诊改方案

促进各院校制定
本校实施方案



三、扎实推进诊改各项工作

（二）完善两级诊断方案

淄博职业学院诊改方案

 进一步修改完善诊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任务清单

 完善规划体系，制定、完善质量目标和标准，形成目标链和标准链

 按照考核性诊改的理念，进一步推进专业诊改

 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大数据分析能力



三、扎实推进诊改各项工作

（三）稳步推进诊改试点

做好3所院校的国家级
试点准备

制订了院校诊改方案的初稿
，初步完成了全院十三五规
划及部分子规划，并正在制
定标准体系、建立组织架构
。

确定了15所院校开展诊
改省级试点

以试点院校为基础，成立了全
省高职诊改工作协作组织，主
要任务是推动工作试点，研讨
全省及各院校方案，研制诊改
项目和实施细则



四、全面落实诊改工作要求

（一）出台全省诊改方案，开发诊改实施细则

制定诊改工作实施细则

尽快出台全省诊改方案

面向全省下发诊改方案，发挥省级诊
改专家委员会和试点协作组织作用，
进一步规划、设计诊改项目，拓展、
细化诊改内容，开发具有山东职业教
育特色的诊改项目及其要素。

围绕各诊断点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明
确关键环节的诊改具体操作规程及相
关实施要求，并确定质量规划、标准、
制度及流程体系的建设内容。



四、全面落实诊改工作要求

（二）出台院校诊改方案，建立诊改工作体系

1.促进各试点院校进一步完善本单位试点方案

2.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在内的规划体系

3.院校开发具有校本特色的诊改项目

4.提升院校信息化水平



四、全面落实诊改工作要求

（三）先行开展诊改试点，逐步面向全省展开

试点引领 全面推进

2016年下半年，做好淄
博职业学院诊改试点，出台
方案，总结经验，示范观摩。
2017年，做好滨州职业学院
和泰山职业技术学院2个国家
级试点，对3所院校开展复核。

在3个国家级试点院校接
受复核的基础上，省教育厅再
抽取部分试点院校进行复核，
为全省其它职业院校开展试点
提供示范和借鉴。



四、全面落实诊改工作要求

（四）落实诊改保障措施，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 加强组织领导

• 强化督导落实

• 营造工作氛围

• 加强专题研究

• 落实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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