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高职院校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 
冀诊改„2019‟2号 

 

河北省高职试点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诊断与改进复核专家工作手册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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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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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

168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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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成司函„2017‟56 号）、•关于印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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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职教诊改„2018‟25 号）、•河

北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实施方案‣

（冀教职成[2016]23 号）等文件精神，准确把握高职院校

诊改复核工作的要求，特制定复核专家工作手册。 

一、复核工作要求 

1.认真学习领会教职成厅„2015‟2 号、教职成司函

„2015‟168号、教职成司函„2017‟56 号、职教诊改„2018‟

25 号、冀教职成[2016]23号文件精神，深刻理解•复核工

作指引‣的相关内容，提高认识，明确方向，把握诊改内涵。 



2.以学校实施方案与自我诊断报告为复核依据，复核目

标链与标准链（简称两链）的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实

施情况及成效。五个层面“8 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简称螺

旋）建设的科学性、覆盖面、可行性、实施情况及成效。学

校质量文化与机制引擎（简称引擎）驱动与运行情况及成效。

复核学校平台对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运行的支持情况，重点复

核学校平台的顶层设计、建设、应用及成效。 

3.重点查阅学校方案实施运行后所形成的资料。资料能

客观反映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立与运行现实情况即可，

不追求资料的全面性，不追溯实施前的资料。 

4.以掌握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对学

校提供的信息进行研判。肯定成效，指出不足，提出改进建

议，客观公正地研判学校实际状态，形成复核结论。 

    5.必须严谨务实，严格执行教育部有关文件和•复核工

作指引‣中的相关规定，网上复核期间必须亲自审阅材料，

不得请秘书或助手代劳。专家组不得接受学校和举办方的宴

请，严禁饮酒。 

6.必须集中精力，因故预计无法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的

专家，须在接到通知后一天内反馈情况，便于安排替换专家。 

二、复核工作方法 

    依据•复核工作指引‣中的复核内容，通过数据分析、

状态考察、面上调查、深入研讨、取样分析、多维建构等多

种形式，考察学校两链、螺旋、引擎和平台实际情况；考察

师生员工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数据分析：通过对数据的系统分析、趋向分析、比较

分析、目标适切度分析，了解学校方案实施与平台建设实际

成效。 

    2.状态考察：通过查阅诊改制度文件、诊改轨迹、现场

观察等，了解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总体状态。 

    3.面上调查：通过听取汇报、座谈交流、访谈等，分别

了解纵向两链打造、横向螺旋建立、引擎驱动、平台建设与

运行状况，以及不同层面诊改产生的联动机制。 

    4.深入研讨：与学校相关人员深入研讨重点、难点问题

的成因和改进思路。 

5.取样分析：通过足够数量的样本分析，了解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实际运行状况；听取师生员工的真实感受。 

6.多维建构：组内信息及时交流，组间信息及时汇集，

外部信息广泛吸纳；通过会诊减少盲点、缩小偏差。 

三、复核研判参考提示 

现场复核内容、关注要点参考提示见表 1。 

四、复核分工与日程安排 

每校复核专家组 8 人，设组长、副组长各 1 人，组员 5

人，秘书 1人。对申请再复核的学校从原专家组中选派 5

人，复核改进事项完成情况。 

1.专家组工作分工参考见表 2。各组成员配备要兼顾考

察内容与成员工作背景，合理安排工作任务。 

2.现场复核工作日程安排建议见表 3。 

五、专家组长工作职责 



1.负责汇总本组专家网上复核意见，形成学校诊改推进

总体情况的初步判断。 

2.负责召开进校后的现场复核预备会，学习相关文件，

协调各小组的分工安排，主持每天的专家工作情况交流会。 

3.负责组织起草、讨论、修改、定稿复核反馈意见，综

合各小组意见，研究确定有效的层面及结论建议。 

4.负责在反馈会议上宣读专家组•反馈意见‣。 

5.副组长协助组长开展工作，负责主持进校第一天的汇

报会和最后一天的反馈会。 

六、专家工作流程 

1.专家在进校前 1 周进行网上复核，填写•网上复核用

表（专家用）‣（表 4-1），于进校前 1天将电子稿交与秘

书。 

2.专家在接到复核通知后，如无法按时间节点完成网上

复核，必须向秘书反馈说明情况，视需要决定是否更换专家。 

3.专家组长在进校前一天，完成•网上复核用表（专家

组长用）‣（表 4-2），并与专家组成员进行有效沟通。 

4.专家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报到，做好现场复核准备

工作。 

    5.专家组长进行小组分工。各专家工作小组按照分工，

研讨次日小组活动内容，填写•现场复核小组活动日程安排

表‣（表 5），交与秘书。 

    6.各专家工作小组按既定日程安排开展现场复核，•现

场复核工作记录表‣（表 6）供专家记录现场复核工作用。 



    7.现场复核结束后，各专家工作小组组内充分交流信

息，形成小组反馈意见，分别填写本组•专家用表‣（表

7-1、7-2）。各专家工作小组组间充分交流信息，提出结论

建议（暂不对外公布），形成•诊改复核反馈意见‣。 

8.各位专家准备反馈会交流发言提纲。专家个人反馈不

要只谈印象，少说空话客套话，要聚焦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建

议。 

9.现场复核结束时，各专家、工作小组将复核过程中的

工作用表签名后交秘书留存。 

七、秘书工作要求 

秘书在专家组长领导下，主动配合做好以下工作。 

（一）进校前两周 

1.接到复核工作指令后，秘书及时建立与专家的工作联

系方式。及时向专家组长报告办理请假手续的专家信息。 

2.建立与被复核学校的联系方式，将被复核学校提供的

信息及时告知各专家。建议被复核学校将•现场复核工作记

录表‣（表 6）引入学校工作手册中，方便专家现场工作使

用。 

（二）进校前一周 

1.及时提醒各专家进行网上复核，建立网上复核工作机

制，及时帮助专家解决复核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2.与被复核学校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专家的票务、进校日

程安排等工作，确保进校复核工作顺利开展。 



3.在进校前两天督促各专家递交•网上复核用表（专家

用）‣电子稿，并报送专家组长。 

（三）进校后的现场复核 

1.收齐被复核学校提供的信息资料，并分发给各专家。 

2.待专家分组确定后，将专家填写的•现场复核小组活

动安排表‣（表 5）于当天 20:00前交与被复核学校联络员。 

3.做好全程会议记录。及时汇总反馈意见，供专家组讨

论用。 

4.现场复核结束时，收齐专家填写并签字的各种复核用

表和有关资料，检查资料的完整性，留档备查。 

5.向河北省诊改专委会秘书处提交被复核学校全程复

核资料电子稿一份备案，资料归档格式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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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 1   现场复核内容、关注要点参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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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等层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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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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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诊改启动后，学校发展目

标纵向传递到专项规划-二级

单位规划，基本（衔接）成链，

并按时间轴分解到年度。 

2.专业、课程、教师三层面都

有主体自己确立的支撑学校规

划的发展目标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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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诊改运行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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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校以时间轴编制的规划年

度目标任务为依据，结合当前

要求，确定年度目标任务，制

定年度工作计划。 

2.有年度工作计划执行的监测

预警与诊改措施 

3.诊改报告依据事实和数据，

并与年度工作计划执行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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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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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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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有专业诊改运行制度。 

2.学校所有专业均按照制度开

展了诊改。 

3.诊改报告依据事实和数据，

并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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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有课程诊改运行制度。 

2.学校开设的公共基础必修

课、专业核心课程全部按制度

开展了诊改。 

3.诊改报告依据事实和数据，

并反映了课程标准的执行情

况。 



 

 

教师 

层面 

1.是否建立教师个人发展自我诊改运行制度，周期是

否合理，方法是否便捷可操作。 

2.所有教师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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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有教师诊改运行制度。 

2.至少三分之二的专任教师均

按制度开展了诊改。 

3.诊改报告依据事实和数据，

并与教师个人制定的发展目标

相对应。 

学生 

层面 

1.是否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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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有学生诊改运行制度。 

2.至少有一届学生按制度开展

了诊改。 

3.诊改报告与学生个人制定的

发展目标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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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校主要领导重视诊改制度建

设，并亲自组织各类学习培训

活动。分管领导抓方案的制定、

落实、监督、指导。 

2.学校有与年度工作计划任务

执行情况关联的考核制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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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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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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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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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智能化校园建设具备 3项支

撑学校诊改工作功能的顶层设

计蓝图。 

2.顶层设计蓝图中的业务系统

全覆盖。 

3.顶层设计蓝图在按计划步

骤、进行实施。 

 

 



表 2 专家组工作分工参考表 

项目 组别与组成 工作 内容 主要工作方式 时间 

网上

复核 

全体专家 对学校自我诊

断报告进行预

复核，形成初步

意见 

浏览复核学校提供的网上信息，查阅学校相关材

料。 

登录复核学校提供的平台，预览学校状态数据。 

通过阅读学校和6个专业、12门课程的诊改PPT，

初步了解学校诊改工作状态。 

专家自定时间、地点开展网上复

核工作 
进校前

1周 

现场

复核 

组别：第一组 

组成：4人

（含组长） 

对学校、专业、

课程层面诊改

工作进行复核 

考察两链打造与实施情况，学校、专业、课程层

面目标、标准确定，螺旋建立，自主诊改的运行

情况。 

1.听取学校、专业、课程层面诊

改工作汇报（注）。 

2.分别与学校主要领导、中层管

理干部、专业、课程负责人、教

师、学生等座谈交流。 

2天 

组别：第二组

组成：4人

（含副组长） 

对教师、学生层

面诊改工作进

行复核； 

对学校平台建

设工作进行复

核 

考察教师、学生层面目标与标准确定，螺旋建立，

自主诊改的运行情况。 

了解师生对学校诊改工作的满意度，以及引擎驱

动下的学校师生员工整体状况及效果。 

考察学校平台建设顶层设计情况，建设与实施现

状，数据应用状况及成效；了解师生对信息化建

设的意见和要求。 

1.听取相关负责人、教师、辅导

员等汇报，分别与教师、辅导员、

学生，以及相关职能部门（或组

织）负责人座谈交流。 

2.听取校领导以及信息中心负责

人介绍，并观看系统演示。 

3.现场考察配套设施，与学校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 

全体专家 诊改复核反馈 向学校反馈复核相关情况及建议 召开现场反馈会议 0.5天 

注：由学校提供 6个专业 12门课程，专家组根据网上复核的情况从中确定 3个专业，每个专业确定 2门课程。学校汇报 30分钟；每个专业 15分

钟；每门课程 10分钟。教师、学生层面和平台建设情况分别向专家小组介绍 20分钟。教师个人和辅导员分别汇报 10分钟。 

 



 

 

表 3 现场复核工作日程安排表 

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 工作对象 工作地点 

进校前
一天 

下午 报到，召开专家组预备会   

晚上20:00前 秘书与学校进行工作沟通 秘书、学校  

第一天 

上午 

专家组全体成员听取汇报（共计125分钟） 
1.学校诊改工作汇报（30分钟） 
2.专业诊改汇报（1个，15分钟） 
3.课程诊改汇报（2门，每门课程10分钟，共20分钟） 
4.教师层面诊改工作汇报（20分钟） 
5.学生层面诊改工作汇报（20分钟） 
6.学校信息化建设汇报（20分钟） 

校领导、中层干部 
专业与课程负责人、其他代表 

 

下午 

专家分组分别听取汇报，并开展座谈、交流、走访、查看平台、

查阅相关资料等 
主管工作校领导、教务处长、
系部主任、专业与课程负责

人；骨干教师代表 

 

第一组： 
1.专业诊改汇报（2个专业，每个专业15分钟，共30分钟） 
2.课程诊改汇报（4门课程，每门课程10分钟，共40分钟） 
3.座谈会：参加人员不少于15人 

第二组： 
1.教师个人诊改汇报（1-2人，每人10分钟） 
2.辅导员诊改工作汇报（1-2人，每人10分钟） 

3.教师和学生座谈会：每个座谈会参加人员不少于15人 

主管工作校领导、人事处、学
生处和教师发展中心负责人；
教师、辅导员和学生代表 

4.查看学校智能校园，召开平台建设座谈会： 
主管工作校领导、信息中心负
责人及相关人员 

晚上 专家组内部会议 专家组  



 

 

第二天 

上午 专家分别进行个别交流、交流、走访、查阅相关资料等 
校领导、中层干部、专业与课
程负责人、教师和学生代表 

 

下午 专家组内部会议 专家组  

晚上 专家组会议，并准备反馈会交流发言内容 专家  

第三天 
上午 

反馈会议一：小反馈 与学校商定的参会人员  

反馈会议二：大反馈 与学校商定的参会人员  

下午 专家返程 专家  



表 4-1 网上复核用表（专家用） 

复核学校：                                     填表日期：              

复核内容 

推进情况初步判断 

（总体发展态势、明显提高方

面、主要瓶颈短板，诊改状态

初步判断） 

现场复核重点与方法建议 

 两链打造与实施   

螺旋建

立与运

行 

学校层面   

专业层面   

课程层面   

教师层面   

学生层面   

引擎驱动与成效   

平台建

设与应

用 

平台建设 

顶层设计 
  

平台建设 

推进情况 
  

平台运行 

状态与应

用 

  

 

    专家签名：                



 

表 4-2 网上复核用表（专家组长用） 

复核学校：                                         填表日期：              

复核内容 

推进情况初步判断 
（总体发展态势、明显提高方
面、主要瓶颈短板，诊改状态
初步判断） 

现场复核重点与方法 专家组分工 

 两链打造与实施   

 

螺旋
建立
与运
行 

学校层面   

专业层面   

课程层面   

教师层面   

 

学生层面   

引擎驱动与成效   

平台

建设

与应

用 

平台建设 
顶层设计 

  

平台建设 
推进情况 

  

平台运行 
状态与应

用 
  

学校诊改推进总
体初步判断 

 

 

    专家组长签名：                



 

表 5  现场复核小组活动安排表 

组别：                                  专家                            

日期 时间 专家活动内容 校方参加人员 地点 备注 

 

     

     

     

 

 



 

 

表 6 现场复核工作记录表 

   复核学校                               

时间  地点  人数 

 

工作对象  

工作形式     访谈        座谈          汇报          查资料         其他                 

 工作过程简要记录： 

 

 

 

                                   

                                                       

 

 

 

   

 

 

 

 

专家（签名）                        

 



 

表 7-1 第一组专家用表（学校、专业、课程层面） 

复核学校：                                    填表日期：                        

复核内容 实际状态（成效与不足） 改进建议（针对不足提出） 

 两链打造与实施   

螺旋建

立与运

行 

学校层面 

  

专业层面 

  

课程层面 

  

 

 专家组长                                  专家组成员                                               



 

表 7-2 第二组专家用表（教师与学生层面、平台建设） 

复核学校：                         填表日期：        

复核内容 
实际状态（包括好的与不足

的方面） 
改进建议（针对不足提出） 

螺旋

建立

与运

行 

教师层面 

 

 

 

 

 

学生层面 

 

 

 

 

引擎驱动与成效 

  

平台

建设

与应

用 

平台建设 

顶层设计 

  

平台建设 

推进情况 

  

平台运行 

状态与应用 

  

       

专家组长                                       专家组成员                           



 

附件二： 

诊改复核反馈意见 

复核学校：                           日期：                 

一、基本情况 

 

二、实际状态与改进建议 

复核内容 实际状态（成效与不足） 改进建议（针对不足提出） 

 两链打造与实施   

螺旋建

立与运

行 

学校层面   

专业层面   

课程层面   

教师层面   

学生层面   

引擎驱动与成效   

平台建

设与应

用 

平台建设 

顶层设计 
  

平台建设 

推进情况 
  

平台运行 

状态与应用 
  

三、结论建议： 

    专家组长： 

专家组成员： 



 

 

附件三： 

诊改复核资料归档清单 

时

间

-

学

校

名

-

复

核

工

作

资

料 

1通知与文件 

2日程

安排 

1.现场复核工作日程安排表-年月日 

2.现场复核第一小组活动安排表--年月日 

3.现场复核第二小组活动安排表--年月日 

4.现场复核反馈活动安排-年月日 

3专家

复核

资料 

1网上复核用表 

1网上复核用表（专家用）-姓名 

1网上复核用表（专家用）-姓名 

2网上复核用表（专家组长用）-姓名 

2开幕式讲话稿 

3现场复核用表 

1分组活动

专家用表 

第一组专家用表 

第二组专家用表 
 

2复核反馈

会意见 

1 复核小反馈意见 

1复核小反馈发言提纲

-专家姓名； 

2复核小反馈发言提纲

-专家姓名； 

3复核小反馈发言提纲

-专家姓名； 

2 复核大反馈意见 

1诊改复核总体反馈意

见 

2XX 学院发言稿 

4复核会议记录（录音、文本等形式） 

5复核现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