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促进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常态化诊

断与改进实施办法（试行）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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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关于印

发陕西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实施方案

的通知》（陕教高〔2016〕3号）文件精神，现结合学院实际，

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我校常态化、周期性的质量诊改工作，逐步

构建全过程、全要素、网络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提高我校

内部质量自我保证能力，实现教学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

持续提升，根据我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实施方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据目标任务年度考核结果分别进行表彰、奖励和

处罚。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三条 学院质量管理委员会负责全面领导和协调学校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质量监控办公室负责根据学

校实际构建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框架与内容，统筹学校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编制和发布年度质量诊改报

告；质量监控办公室、教务处、人事处、学生处、图档信息化

处分别牵头组织学校层面、专业和课程层面、教师层面、学生

层面的质量诊改工作和信息平台建设工作。 

第四条 各部门质量保证工作组负责本部门的质量管控，

建立本部门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完成学校质量委员会下达的

质量诊断与改进的各项工作任务，汇总编制和发布部门质量诊

改报告；专业（教研室）质量诊改小组负责本专业的专业建设

质量诊改，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或完善专业标准，撰

写专业质量诊改报告。 

第三章 学校层面诊改 

第五条 质量监控与管理办公室牵头组织学校层面诊改工

作，建立学校层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按照“8字形”质量改进

螺旋组织开展学校层面常态化诊改。各部门是学校层面诊改的

主体，以服务教育教学为切入建立各自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开

展管理与服务自我诊改。 

1.目标、标准：质量监控与管理办公室将学校“十三五”

规划、专项建设规划作任务分解，横向分解到年，纵向分解到

部门，形成每年的重点工作。重点工作、常规工作和当年额外

增加的工作构成各部门当年的目标任务。各部门根据目标任务

制订或完善各自的岗位类标准和制度类标准。 

2.监测、预警：质量监控与管理办公室跟进各部门年度目

标任务的落实情况；质量监控与管理办公室梳理学校层面诊改

的质控点，设定目标值、标准值和预警值；建设数字化校园，



 

为质控点数据的自动采集提供支撑；建设大数据分析与质量监

控平台，为学校层面诊改提供监测与预警服务。 

3.诊断、改进：以年度为周期开展学校层面诊改。质量监

控与管理办公室对全校年度目标任务达成情况进行诊断，找出

差距，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形成学校层面自诊报告；各

部门对本部门目标任务达成情况进行自诊，形成部门自诊报告。 

第四章 专业层面诊改 

第六条 教务处牵头组织专业质量诊改工作，建立专业质量

保证体系，按照“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组织开展专业质量常态

化诊改。各专业教学团队是专业质量诊改的主体，按照专业建

设规划、专业建设方案开展专业建设，组织教学实施，开展专

业建设自我诊改。 

1.目标、标准：教务处根据学校专业建设规划作任务分解，

横向分解到年，纵向分解到部门，再由部门分解到教研室，形

成专业建设目标链。各教研室根据各自专业规划制订或完善专

业运行标准和专业发展标准。 

2.监测、预警：梳理专业质量诊改的质控点，设定目标值、

标准值和预警值，通过大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等信息平台

进行专业质量监测与预警。 

3.诊断、改进：以年度为周期开展专业质量诊改。教务处

对全校专业建设目标任务达成情况进行诊断，找出差距，分析

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形成专业质量自诊报告；各教研室对本

专业建设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自诊，形成各专业自诊报告。 

第五章 课程层面诊改 

第七条 教务处牵头组织课程质量诊改工作，建立课程质量

保证体系，按照“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开展课程质量常态化诊



 

改。课程团队是课程质量诊改的主体，按照课程建设方案开展

课程建设，组织教学实施，开展课程建设自我诊改。 

1.目标、标准：教务处根据课程建设规划作任务分解，横

向分解到年，纵向分解到部门，再由部门分解到教研室、课程

团队，形成课程建设目标链。各课程团队根据各自课程建设方

案制订或完善课程运行标准和课程发展标准。 

2.监测、预警：梳理课程质量诊改的质控点，设定目标值、

标准值和预警值，通过大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等信息平台

进行课程质量监测与预警。 

3.诊断、改进：以课程设置的周期开展课程质量诊改。教

务处对全校课程建设目标任务达成情况进行诊断，找出差距，

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形成课程质量自诊报告；各课程团

队对各自课程建设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自诊，形成各课程自诊报

告。 

第六章 教师层面诊改 

第八条 人事处牵头组织教师层面诊改工作，制定教师发展

质量保证体系，按照“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组织开展教师发展

质量常态化诊改。教师个人是教师发展质量诊改的主体，负责

落实教师个人发展规划，开展教师个人发展自我诊改。 

1.目标、标准：人事处根据师资队伍建设规划作任务分解，

横向分解到年，纵向分解到部门，再由部门分解到专业、教师

个人，形成师资队伍建设目标链。每个教师根据个人职业发展

规划制订或完善各自的教师个人发展标准。 

2.监测、预警：梳理教师发展质量诊改的质控点，设定目

标值、标准值和预警值，通过大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等信

息平台进行教师发展质量监测与预警。 



 

3.诊断、改进：以年度为周期开展教师发展质量诊改。人

事处对全校师资队伍建设目标任务达成情况进行诊断，找出差

距，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形成师资队伍建设自诊报告；

每位教师对各自职业发展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自诊，形成个人发

展自诊报告。 

第七章 学生层面诊改 

第九条 学生处牵头组织学生层面诊改工作，制定学生发展

质量保证体系，按照“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组织开展学生发展

质量常态化诊改。学生个人是学生发展质量诊改的主体，负责

落实学生个人成长规划，开展学生个人发展自我诊改。 

1.目标、标准：学生处根据学校育人规划作任务分解，横

向分解到年，纵向分解到部门，再由部门分解到专业，形成育

人目标链。每个学生根据个人发展规划制订或完善各自的学生

个人发展标准。 

2.监测、预警：梳理学生发展质量诊改的质控点，设定目

标值、标准值和预警值，通过大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等信

息平台进行学生发展质量监测与预警。 

3.诊断、改进：以年度为周期开展学生发展质量诊改。学

生处对全校育人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诊断，找出差距，分析原因，

提出改进措施，形成学生发展质量自诊报告；每位学生对各自

发展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自诊，形成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第八章 信息平台建设 

第十条 现代信息教育中心牵头信息平台建设。现代信息

教育中心负责全校的基础网络、公共平台和校本数据中心的搭

建；各部门建设完善各自的业务系统，大力开展系统应用以促



 

进数据采集，借助系统开展诊改监测预警；质量监控公室负责

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平台和大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的

建设应用。 

第九章 绩效考核 

第十一条 质量监控与管理办公室组织对各部门年度目标

任务进行目标达成情况考核，对于目标达成度<80%的，给予“不

达标”等级；80%≤目标达成度<90%的，给予“基本达标”等

级；目标达成度≥90%的，给予“达标”等级。考核结果纳入

学校对各部门的绩效考核内容，奖惩办法按学校绩效考核奖惩

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质量监控与管理

办公室负责解释。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2017 年 9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