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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项目 
诊断要素 诊断点 影响因素参考提示 数据管理平台相应编号 

1 体 系

总 体 构

架 

1.1 质量保

证理念 

质量目标与定位 

学校发展目标定位是否科学明确；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是否符合区

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是否符合学生全面发展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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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质量保证规划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是否科学明晰、符合实际且具有可操作性；

实际执行效果是否明显。 
1.3/7 

质量文化建设 

师生质量意识，对学校质量理念的认同度；质量保证全员参与程度；

质量文化氛围；持续改进质量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有效，是否实现

持续改进。 

2.2/8 

1.2 组织构

架 

质量保证机构与分

工 

学校、院系各层面质量保证机构、岗位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分工与

职责权限是否明确。 
8 

质量保证队伍 

质量保证队伍建设是否符合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要求；人员配备

是否符合岗位职责要求；对质量保证机构、人员是否有考核标准与

考核制度；考核机制是否严格规范；能否实现持续改进。 

8.2/8.6 

1.3 制度构

架 

质量保证制度 
学校、院系、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层面的质量保证制度是否具

有系统性、完整性与可操作性。 
8.1 

执行与改进 

质量保证制度落实情况与改进措施是否具体务实；质量保证制度是

否不断改进和完善；是否定期发布质量年度报告，质量年度报告结

构是否规范、数据是否准确；院（系）、专业自我诊改是否已成常

8.7 



态。 

1.4 信息系

统 

信息采集与管理 

是否重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建设；人

财物是否有保障，管理是否到位，运行是否良好；是否建立信息采

集与平台管理工作制度，数据采集是否实时、准确、完整。 

3.4/8.1 

信息应用 
是否运用平台进行日常管理和教学质量过程监控，各级用户是否定

期开展数据分析，形成常态化的信息反馈诊断分析与改进机制。 
3.4 

2 专 业

质 量 保

证 

2.1 专业建

设规划 

规划制定与实施 
专业建设规划是否符合学校发展实际，是否可行；规划实施情况如

何，专业机构是否不断优化。 
1.3/7.1-7.6/9.2 

目标与标准 
有无明确的专业建设目标和标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否规范、科

学、先进并不断优化。 
7.1/7.3/7.4 

条件保障 
新增专业设置程序是否规范；专业建设条件（经费、师资、实验实

训条件）是否有明确的保障措施。 

3.4/4/5.1/5.2 

6/7.4/7.5 

2.2 专业诊

改 

诊改制度与运行 
学校内部是否建立常态化的专业诊改机制；是否能够促成校内专业

设置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 
3.4/8.1/8.7/9.1/9.2 

诊改效果 

诊改成效如何，人才培养质量是否不断提高；校企融合程度、专业

服务社会能力是否不断提升；品牌（特色/重点）专业（群）建设

成效、辐射影响力是否不断增强。 

4/5/6/7/9 

外部诊断（评估）

结论应用 

是否积极参加外部专业诊断（或评估、认证）；外部诊断（评估）

结论是否得到有效应用，对学校自诊自改是否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4/5/6/7/9 

2.3 课程质

量保证 

课程建设规划 课程建设规划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7.2/7.5 

目标与标准 
课程建设规划目标达成度；课程标准是否具备科学性、先进性、规

范性与完备性。 
7.2/7.3 



诊改制度实施与效

果 

校内是否开展对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诊改，形成常态化的课

程质量保证机制；是否对提高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产生明显的

推进作用。 

3.4/7.2/8.1/8.2 

8.5/8.6/8.7 

3 师 资

质 量 保

证 

3.1 师资队

伍 建 设 规

划 

规划制定 
学校、院系、专业等层面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的科学性、一致性和可

行性；规划目标达成度。 
6.1/6.2/6.3/6.4 

实施保障 
是否能为师资建设规划目标的实现提供必需的外部环境、组织管

理、资源支撑、经费等保障。 
5.2/7.1/7.2/8.1/ 

3.2 师资建

设 诊 改 工

作 

诊改制度 

是否制定专兼职教师、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聘用资格标准；是否

开展对师资队伍建设成效的诊改，形成常态化的师资质量保证机

制。 

6.1/6.2/6.3/6.4/7.2 

实施效果 

教师质量意识是否得到提升；教学改革主动性是否得到提高；师资

队伍数量、结构、水平、稳定性、社会服务能力等是否得到持续改

善；学生满意度是否得到持续提升。 

6.1/6.2/6.3/6.4/8.7 

4 学 生

全 面 发

展保证 

4.1 育人体

系 

育人规划 

是否制定学生综合素质标准；学生素质教育方案制定是否科学，培

养目标定位是否准确；是否因材施教，注重分类培养与分层教学；

是否实施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加强创意、创新、创业教育。 

5.2/8.3/8.4 

诊改制度 是否实施对育人部门工作及效果的诊改。 8.1 

实施与效果 

育人工作是否已形成常态化诊改机制；育人目标达成度；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主动学习积极性、职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是否得到提

高。 

2.2/3/7.2/9.2 

4.2 成长环

境 
安全与生活保障 

是否实施对服务部门服务质量的诊改，并形成常态化安全与生活质

量保证机制；学校安全设施是否不断完善；学生生活环境是否不断

优化；学生诉求回应速度、学生满意度是否持续提高；意外事故率

是否不断降低。 

 



特殊学生群体服务

与资助 

建立家庭困难学生、残障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等特殊学生生活保障

管理运行机制情况；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体系与运行管理机

制情况；能否为特殊学生群体提供必要的设施、人员、资金、文化

等保障。 

5.2/8.8 

5 体 系

运 行 效

果 

5.1 外部环

境改进 

政策环境 
能否促进社会资源引入、共享渠道的拓展；政策环境是否利于学校

的质量保证体系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与完善。 
 

资源环境 

是否能够促进校内办学资源的不断优化；学校资源环境能否促进质

量保证体系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与完善，改善学校的办学条

件。 

 

合作发展环境 
学校自主诊改机制是否有利于政校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的不

断优化；合作发展的成效与作用是否不断呈现。 
7.5/9.3 

5.2 质量事

故管控 

管控制度 

是否建立质量事故管控反馈机制，制定质量事故分类、分等的认定

管理办法，对质量事故处理及时有效；是否建立学校、院系两级质

量事故投诉受理机构，制定质量事故投诉、受理、反馈制度；是否

定期开展质量事故自查自纠，形成质量事故管控常态化管理反馈机

制。 

8.1 

发生率及影响 
学校质量事故的发生率、影响程度；处理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的

速度与能力；学校质量事故与投诉发生率是否逐年减少。 
 

预警机制 

是否建立过程信息监测分析机制与质量事故预警制度； 

是否有突发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应对工作预案； 

是否有近三年质量事故分析报告及其反馈处理效果报告； 

8.1 

5.3 质量保

证效果 

规划体系建设及效

果 

各项规划是否完备、体系是否科学，实施是否顺利，目标达成度如

何。 
 

标准体系建设及效

果 

专业、课程、师资、学生发展质量标准是否完备、先进、成体系；

能否在诊改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社会认可度如何。 
 



诊改机制建设及效

果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是否日趋完备；持续改进的机制是否呈常态化并

步入良性循环，人才培养质量是否得到持续提升。 
 

5.4 体系特

色 

学校质量保证体系

特色 

学校自身质量保证体系能否形成特色，应用效果好，并能发挥辐射

与影响作用。 
 

注：1．本表设 5个诊断项目，15 个诊断要素，37 个诊断点。 

2．“数据管理平台相应编号”所列的各指标编号，起引导作用，不是规定或标准。 



附件 3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

（参考格式）

学校名称：

一、自我诊改工作概述（Ɗoo字以内）

二、自我诊断与改进报告

诊断项目 诊断要素
自我诊断

意见
改进措施 改进成效

p 体系总体构

架

pƅp质量保证理念

pƅn组织构架

pƅƇ制度构架

pƅq信息系统

n 专业质量保

证

nƅp专业建设规划

nƅn专业诊改

n

境

n

nnn

N !"



Ɗ 体系运行效

果

Ɗƅp外部环境改进

Ɗƅn质量事故管控

ƊƅƇ质量保证效果

Ɗƅq体系特色

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ȿƄpɀŭŮ'ȧɁŠǮ4^¸ǩ\

nɀã]/0¥ČI©yW/0¢£²ªɂŇ¾·ɃÉĥHTØ¥ÉɄTȈ¯ǢǣT

ÖɅóƉ\ǡ-ñɆĳ Ɗoo ɇ\Ȉ¯Ǣǣ1ÖɅóƉƀɈ]ɉɊɋɌɍ\

Ƈɀã]/0¥ČI©23ŝ5²ªõö³éÛ^ȿ®ÄRÛ\ǡ-ñɆĳ nooɇ\

qɀã]/0¥ČI©23ĈŪ²N4523ŝ5ȰìɎŊňjI4YĈŪTñǨĜ

ɏǗɐčÉĈ\ƦŪŝ5ɑɒ45TųfɓŇ\ǡ-ñɆĳ nooɇ\

ƊɀyW/2eɁŬ4Tɔª"ɕÛU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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