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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架构55821 

“五纵五横”结构 　　网络化覆盖联动

“8字形”运行单元　　制度化全员参与

“双引擎”注入动力　　常态化机制保证

“一平台”技术支撑　　智能化落地生根 

体系架构

全要素　网络化　制度化　常态化　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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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诊改框架

决策指挥 资源建设 监督控制质量生成支持服务

专业总体
规划

全校专业
资源

达成度与
问题诊断

教务处组
织实施

学校专业
建设制度

二级学院
规划

二级学院
专业资源

达成度与
问题诊断

二级学院
组织实施

二级学院专
业建设制度

专业群规
划

专业群教
学资源

达成度与
问题诊断

群负责人
组织实施

专业群专业
建设制度

专业建设与人
才培养方案

专业教学
资源

达成度与
问题诊断

专业带头人
组织实施

专业建设与人
才培养制度

学校专业

二级学院
专业

专业群

单个专业

工作主线

专

业

诊

改

层

级

二



专业诊改运行单元

学
校
定
位

专业定位

专业建设
目标

专业培养
目标

学校建设
目标

学校培养
目标

专业建设
标准

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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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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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标准 设计 组织 实施

改进 创新 学习 激励 诊断

改进 预警 监测

过程性诊改

周期性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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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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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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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标准
及时预警

分析平台
实时监测

原因措施
及时改进主体不变

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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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目标
专业建设目标

国家、区域、
行业发展分

析
专业ＳＷＯ

Ｔ分析
专业建设目

标
专业建设
行动计划

优势　劣势　机会　挑战

学校事业发展规划

事业发展各子规划

二级学院发展规划

专业群发展规划

国家级？
省级？
校级骨干？
校级一般？

专业建设规划目标与学校规划契合

与自身基础适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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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确定目标

调研
分析

职业岗位
要求

专业人才
定位

人才培养
目标

行业

企业

毕业生

人才培养需求

人才培养质量

知识

能力

素质

学校人才
培养定位

毕业生能
力要求

学校人才
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

课程目标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目标衔接贯通

课程体系支持人才培养目标达成

毕业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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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标准
专业建设标准

专业建设目标　 专业建设标准　
年度建设

计划

教学条件建设标准

顶岗实习标准

……

学校层面标准

省级层面标准

国家层面标准

国家级？
省级？
校级骨干？
校级一般？

专业建设标准与学校规划契合

与自身基础适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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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标准

人才培养标准

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与课程标准衔接贯通

课程体系支持人才培养标准达成

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　

毕业生能力
要求　

专业教学标准　

国家标准

省级标准

行企标准

学校标准

课程教学标准

……

人才培养
方案毕业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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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组织、实施

设计　

专业建设

行动计划

人才培养

方案

组织　 实施　

教学资源建设
教学团队建设
实训条件建设
技术技能积累

国际合作
……

培养模式改革
教学能力建设

教学安排
创新创业教育

素质教育
……

年度工作计划

具体工作任务
工作目标标准
工作具体措施

责任单位（人）
完成时限

……
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
具体工作任务
工作目标标准
工作具体措施

责任单位（人）
完成时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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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警、改进

监测　 预警　 改进　

智能化管理信息平台
定期检查
日常检查

课堂观测评价
……

确定质量控制点(诊断点)

设定标准值

设定预警值

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

专业发展
教育教学改革
课程体系建设
教学团队建设
教学资源建设
技术技能积累

校企合作
……

招生就业
教学管理
课程运行
课堂教学

实践教学运行
素质培养
教学效果

…… 按设定目标标准
工作具体措施

责任单位（人）
完成时限

……

过程性诊改

及时发现问题实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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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警、改进

质量控制点
标准值
预警值

专业建设

结合实际

校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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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警、改进

质量控制点
标准值
预警值

人才培养

结合实际

校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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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质量意识
内生动力

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学习研究
提升能力

教育理念
工作方法

原因分析
修正目标

智能化管理信息平台
定期检查
日常检查

课堂观测评价
……

问题定位

有机联动

具体工作任务
工作目标标准
工作具体措施

责任单位（人）
完成时限

……

周期性诊改

质量螺旋提升

监控学校层面

课程层面

教师层面

学生层面

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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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人才培养质量关键集由关键

缺陷、关键过程和关键环节

三个元素构成。

每个关键缺陷取决于若干个

关键过程，每个关键过程取

决于若干个关键环节。

人才培养质量保证的重点是

通过控制关键环节，再造关

键过程，最终消除关键缺陷。

人才培养质量关键集控制法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关键环节决定关键过程     关键过程决定整体质量

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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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工作理念

02

01

03

强调着力解决主要矛盾的工作理念，
使学校质量控制工作目标清晰、重
点突出、形成合力、立见实效。

 突出以问题为导向的工作理念，引导
学校自觉深入剖析人才培养过程，切
实增强质量管理的自主性。

坚持系统化的工作理念，帮助
学校精准判断人才培养质量存
在的主要问题，有效改进关键
环节，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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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操
作
步
骤
6
2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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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人才培养质量关键集分析系统，

建立人才培养质量缺陷库、过程库与环节

库，针对每个实施步骤设计相应工作表格，

提高准确率和效率。

人才培养质量关键集分析系统
人才培养质量缺陷库
人才培养质量过程和环节库

调研收集人才培养质量缺陷汇总表

数据分析发现人才培养质量缺陷汇总表

人才培养质量缺陷诊断表

重点缺陷汇总表

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缺陷分析矩阵表

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缺陷确认表

人才培养质量关键过程分析矩阵表

人才培养质量关键过程确认表

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环节确认表

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环节绩效指标表

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环节工作任务和主要措施表

关键缺陷诊改工作任务表

******任务工作方案表

******任务自主诊断表

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操作工具

八



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人才培养质量关键集控制法

——以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为例

1.采用六步法判断专业化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缺陷

实地调研
收集问题

收集41条
质量缺陷

数据分析
发现问题 

发现6条质
量缺陷

缺陷诊断

对照缺陷
库诊断为
27条质量

缺陷

缺陷排序

运 用 德 尔
菲 法 确 定
20条严重
质量缺陷

缺陷分类

团 队 成 员
填 写 关 键
缺 陷 分 析
矩阵表

关键缺陷
判断

运 用 德 尔
菲 法 精 准
判断出9条
关键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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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采用背对背方式征询专家小组

成员的预测意见，经过几轮征询，

使专家小组的预测意见趋于集中，

最后做出符合市场未来发展趋势的

预测结论。 

德尔菲法 (Delphi method)

---- 专家调查法

是否

八



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实地调研
深入服务对象，
以访谈、问卷
等方式收集人
才培养质量缺
陷。

诊断研讨
基于对调研材
料的整理分析，
运用德尔菲法
开展诊断研讨，
确定关键环节
及缺陷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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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序号 代码 关键缺陷

1 T2 T2：实践条件受限制，实践技能不扎实；

2 T3 T3：学习能力不强，尤其是主动学习的能力；

3 T16 T16：学生进取心不强，理性黯淡化，表现盲从；

4 T1 T1：电子信息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不够；

5 T12 T12：学生职业素养需要加强；

6 T17 T17：教师提高进修需要加强；

7 T7 T7：专业资源和课程资源缺乏；

8 T4 T4：专业和课程建设先进性不强；

9 T20 T20：教学设施保障和维护不及时到位。

——以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为例

1.采用六步法判断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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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2.采用二步法识别人才培养质量关键过程

针对关键缺陷，以《人才培养质量过程和环节库》
为依据，逐项分析2-3个对其影响最直接的质量
生成过程，形成个人人才培养质量关键过程分析
矩阵表。

运用德尔菲法，基于“人才培养质量关键
集分析系统”统计结果，结合人才培养工
作实际，研讨确定人才培养质量关键过程。

确定了与9条关键缺陷相对应的30个质量生成关键过程

缺陷
对应
过程

识别
关键
过程 

——以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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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3.采用二步法确定关键环节

确定了与30个关键过程相对应的64个关键环节及关键影响因素

01

02

——评估 
 团队成员参考《人才培养质量过程和环节库》，运用“人才培
养质量关键集分析系统”，基于《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环节分析
矩阵表》，对每一个关键过程的环节进行评估，采用德尔菲法
确定每一个关键过程的关键环节。

——分析      
团队成员采用头脑风暴法，分析关键环节缺陷形成的
原因，找到关键影响因素。

——以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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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b

d

a

c
——改进

根据《******任务工作方案
表》采取项目驱动方式推进

——制定绩效指标。   
关键环节改进目标和标准

——设计   
明确关键环节改进的工作
任务和主要措施

——固化   
设计《******任务自主诊断表》进
行阶段性自主诊断，固化关键环
节改进成果，推进质量螺旋提升。

4.采用四步法改进关键环节

——以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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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确定监控指标，采集并统计关键
环节改进过程生成数据。a 统计

b 分析 c 控制
分析统计数据，检查改进过程中
各项绩效指标是否实现，确定影
响改进原因。

根据分析结果，调整关键因素，
使改进过程按照预定目标推进。

a 统计

b 分析

c 控制

5.采用三步法监控关键环节改进过程

——以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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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体会

u诊改工作的实质是质量管理，其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

u诊改工作的关键是缺陷诊断，最重要的是找到影响整体

质量的关键问题。

u诊改工作的核心是改进提高，最重要的是持续地过程监

控和及时预警。

u信息化手段不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唯一途径。

u聚焦过程，不能重周期性诊改，轻过程性诊改。

u诊改是个细活、慢活，需要长期坚持……

九



欢迎各位专家批评和指导！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