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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of Student Work



学生工作诊断与改进（简称诊改）工作是我校诊改工作“五横”中的

重要内容，以知识创新、大数据思维、迭代思维为指导思想，全面落实“需

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的工作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任务，以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为核心目标，培育学生对诊改工作的获得感，努

力建立可持续、常态化的学生工作诊改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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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方案制定



1.1学校顶层设计

07060504030201

1.诊改组织
成立诊改工作领
导小组，明确组
织机构并分工协
调

6.检查考核
诊改工作列入学校内
涵建设任务，并纳入
年度考核

1.自诊范围
在学校/专业/课程/
师资/学生等五层面
开展诊改，到2018
年实现自诊全覆盖

3.方法程序
建立目标标准/

常 态 与 阶 段 自
诊

5.技术支持
构建信息化应用、
数据积累、大数据
查询与分析的生态
系统，为诊改工作
提供技术支持。

4.自诊范围
专业/课程/教师/学

生诊改以学年为周期；
学校部门以年度为周
期

7.实施细则
学校/专业/课程/教
师/学生等五层面分
别制定实施细则



1.2学生层自诊细则

两条主线
贯穿始终



02
实践内容



2.1学生工作SWOT分析

S
O T

W

优势

相对完备的学生工作制度
辅导员/班主任双轨带班制
日趋完善的工作平台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三全育人

目标指标受外部环境影响不可控
目标主体依赖个人素质因素不可控

辅导员队伍工作经验欠缺

劣势机会

威胁

招生压力
生源数量下降
兄弟院校竞争

制定计划思路：发挥优势 克服劣势 利用机会 化解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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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内容



提升学生工作质量

五层联动
五纵贯通
数据诊断
……

目标链/标准链

上贯学校十三五总规划
下通学生工作十三五分规划

动力驱动
个体成长
……

聚焦学生发展质量

目标是诊改动力产生的源
头。诊断就是通过现状和目标
的比较来发现问题和偏差，从
而产生解决问题、消除偏差的
愿望，再转化为学习、创新、
改进的动力。

——杨应崧



2.2两链打造（学生工作）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高度重视匠精神培育

积极培育校园文化品牌

加强招生就业工作，健全学生服务体系



具体目标 项目或内涵 标准
分年度任务指标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1-1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每年制定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方案数
1个以上 1 2 2 2 2

1-2着力拓展思政教育
实践项目

积极组织校级社会实践项目，每年
申获省级以上大学生社会实践队伍
数量达8个（校级暑期社会实践项
目数/省级社会实践项目数）

30/8 41/8 40/8 40/8 40/8

2.提升学生综
合素质

★2-1创新创业类竞赛

每年参加省级职业生涯规划大赛获
奖达3项 3 3 3 3 3

每年参加挑战杯、发明杯等创新创
业类竞赛省级及以上获奖10项以
上

12 25 19 19 19

★2-2校内创新创业类
活动

每年组织开展校级双创文化节、五
四科技文化艺术节等各类创新创业
类活动30项以上

34 34 49 49 49

★2-3学生就业率 积极开展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每
年就业率达到98%以上 98% 98% 98% 98% 98%

★2-4学生荣誉 每年学生获校级以上荣誉达300项
以上 344 394 426 360 360

2.2两链打造（学生工作）



具体目标 项目或内涵 标准
分年度任务指标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3.提升文化素养
★3-1高水平讲座 每年邀请校外专家作客“星期二讲

堂”20场以上 19 24 21 20 20

★3-2公共选修课 每年开设公选课堂课、公共艺术课
堂课90门次以上 97 98 101 100 100

4.培育健全人格

4-1心理健康教育
参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100%，到
2020年实现校级心理咨询覆盖200
人次

58 113 180 200 200

4-2心理文化活动
每年举办校级
“3·20”“5·25”“宿舍心理文化
节”等活动25项以上

28 31 27 25 25

5.加强国防意识
5-1征兵工作 每年做好征兵宣传工作，每年完成

征兵任务15人以上 17 28 2222 15 15

5-2国防与安全教育
类活动

每年组织橄榄绿协会、老兵之家开
展活动10项左右 8 10 12 10 10

6.服务学生成长 6-1修订完善各类制
度

修订完善各类学生成长指导规划与
实施方案、学生工作考核、学生管
理教育等各类各项制度数

9 5 3 3 3

2.2两链打造（学生工作）



具体目标 项目或内涵 标准
分年度任务指标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7. 加强学生工作
队伍建设

★7-1 项目获奖 每年市级和省高校辅导员研究会及
以上获奖项目数达15项以上 22 18 20 20 20

★7-2课题研究 每年校级及以上立项课题研究10项
以上 10 37 21 20 20

★7-3论文发表 学工人员年发表论文50篇 51 68 51 50 50

★7-4辅导员荣誉 辅导员每年获市级和省高校辅导员
研究会及以上获奖荣誉达25项 21 20 26 25 25

制定具体工作目标涵盖7大项
具体工作项目17项
其中与学校“十三五”规划相关指标10项

2.2两链打造（学生工作）



2.2两链打造（学生个人发展）

指导学生制定个人发展规划

学校人才培养方案

学生发展标准体系



合格

良好

卓越

优秀

卓越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绩排名位于班级前10%，且
在专业技能、科研创新、文体竞赛等某些方面表现卓越，以获得省
级以上荣誉为追求

优秀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绩排名位于班级前30%，
或在专业技能、科研创新、文体竞赛等某些方面有所专长

良好大学生：品德优良，学习认真，成
绩位于班级前50%

合格大学生：品德优良修满学分，
顺利毕业

2.2两链打造（学生个人发展）



2.2两链打造（学生个人发展）

序号 问题 序号 问题

1 大学期间的成长总目标 8 本学年英语等级目标

2 本学年课程目标到课率 9 本学年计算机等级目标

3 本学年课程目标平均分 10 本学年体质测试得分目标

4 本学年的班级目标排名 11 本学年素质教育学分目标

5 本学年图书馆每月入馆次数 12 本学年PU中社会实践学时目标

6 本学年图书馆借书量 13 大学三年的发展规划（从学业规划、兴趣培养、
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方面描述，300-500字）

7 本学年累计获取职业资格证书 14 本学年大学生活目标（从学业成绩、考级考证、
校园生活等方面描述，100字左右）

学生个人发展规划问卷



2.2两链打造（学生个人发展）

2018年底8637名学生完成设计个人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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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实施运行（常态工作机制保障运行）

常态纠偏

专项工作研讨，纠正工作方案

回应学生意见，及时监控纠偏

活动管理周报，提升活动质量

……



2.3实施运行（常态工作机制保障运行） 案例：依托质控系统回应学生意见

学生信息员 如：选修课程与我们的物联网系课程衔接不足，
希望能开设与专业知识相关，有实际应用方面
的课程，如计算机方面的维修。（物联网技术
学院:软件31732/2018/5/2）

各学院至少开设公共选修课两门，课程内容同
时具备专业性与拓展性

2017、2018年学生处收到
信息员反映意见23条

学生处全部解答反馈或改进工作



班主任定期自查班级问题
制定诊改措施/总结诊改成效

班主任实时关注学生动态
定向督促学生个人诊改 2017年开始班级自诊

2.3实施运行（多重驱动促进学生纠偏）



多渠道推送学生个人缺课预警

学生本人

2.3实施运行（多重驱动促进学生纠偏）

教师

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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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纵” 质控点数量

1.决策指挥 5

2.资源建设 4

3.支持服务 14

4.质量生成 17

5.监督控制 16

合计 56

“五纵”要素纵向贯穿学生工作自诊指标

2.4阶段自诊（学生工作自诊）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质控点

1.1学生工作规划
1.1.1学生工作规划 方案文本

1.1.2全校学生毕业标准 方案文本

1.2综合素质标准
1.2.1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 方案文本

1.2.2学生素质教育实施细则 方案文本

1.3成长规划 1.3.1学生个人成长发展规划制定细则 方案文本

1.决策指挥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质控点

2.1人员保障 2.1.1学生服务队伍

辅导员平均管理班级数

班级班主任配套率

学业导师普及率

2.2经费保障 2.2.1学生服务经费投入 学生服务经费占
教育经费比例

2.资源建设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质控点

3.1管理服务

3.1.1校园生活服务
宿舍违章比例

辅导员进宿舍次数

3.1.2学生意见反馈
学生意见及时处理率

处理结果满意度

3.1.3学生突发事件 学生突发事件数量

3.2基础素质教育

3.2.1思想道德素质 学生申请入党比率

3.2.2科学人文素质 星期二讲堂开课频率

3.2.3社团类别 科学类社团占比

3.3学生个人成长发
展规划指导 3.3.1学生学业目标指导情况 学业导师参与度

3.支持服务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质控点

3.4就业服务
3.4.1就业信息推送 就业信息定向推送率

3.4.2通过学校就业服务获得工作情况 通过学校就业服务获得工
作学生比例

3.5特殊群体服务

3.5.1助学情况 助学覆盖率

3.5.2特殊学生服务
心理疾病干预率

特殊学生对学校满意率

3.支持服务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质控点

4.1学业提升

4.1.1学业完成情况

学分绩点达标比例

学期3门不及格学生百分比

缺勤旷课5次以上学生百分比

4.1.2英语能力 四级达标率

4.1.3计算机能力 计算机二级达标率

4.2基础素质提升

4.2.1社会学时完成情况 社会学时完成率

4.2.2思想道德 学生违纪人数

4.2.3社团参与 社团参与率

4.2.4身体健康 体质健康达标率

4.质量生成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质控点

4.2基础素质提升

4.2.5竞赛参与 校级及以上竞赛学生参与比例

4.2.6职业资格证书 毕业生双证获取率

4.2.7科研能力 校级及以上科研项目参与学生比例

4.2.8实践能力 申报创新创业项目学生参与比例

4.3多元发展
4.3.1升学情况 专转本率

4.3.2转专业 转专业成功率

4.4精英学生
4.4.1优秀校友情况 优秀校友占比

4.4.2各类竞赛获奖情况 获得校级以上奖励学生比例

4.质量生成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质控点

5.1人才培养
目标达成

5.1.1综合素质测评结果
合格学生数比例

优秀学生数比例

5.1.2流失情况 毕业生流失率

5.1.3毕业生素质学分获取情况 获得规定学分学生比例

5.1.4自我学习
学期开始后未入馆学生所占比例

学期开始后未借阅学生所占比例

5.2学生评价

5.2.1学生服务 学生工作满意度

5.2.2生活服务 学生生活服务满意度

5.2.3社团活动 学生社团满意度

5.监督控制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质控点

5.3培养成效

5.3.1毕业生就业情况 毕业生就业率

5.3.2应届毕业生平均起薪 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薪酬

5.3.3专业相关度 毕业生就业对口率

5.3.4自主创业情况 毕业生自主创业比率

5.3.5毕业生中期薪酬（3-5年） 毕业生平均薪酬

5.3.6毕业生岗位变动情况 毕业生中期岗位升迁率（3-5年）

5.3.7学校满意率 毕业生对母校满意率

5.监督控制



2016-2017学年
校级学生层诊改报告

通过英语等级考试学生比例C
学生三门课程不及格率

20.61%

2017年制定辅导员“三进”实施办法，学业导师聘任与管理办法，
进一步强化学生学风教育，指导各各二级学院注重开展学业指导

2017-2018学年
英语A级达标率B

学生三门课程不及格率
下降1.87%

2017-2018学年
校级学生层诊改报告

2.4阶段自诊（学生工作自诊）



2017-2018学年
校级学生层诊改报告

社会学时完成率C
未借阅图书学生比例C

2018-2019学年改进措施：
1.加大《关于大学生社会实践学分认定及成绩评定的实施方案（试行）》宣传；通过运用制度指引、加大政
策宣传、丰富团学活动吸引力、指导学生参与团学活动等多种举措，提高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率和社会
学时完成率。
2.通过读书征文、书友会、读书角等活动，促使学生积极借阅书籍；教学和毕业设计指导中，任课教师需要
增强对学生信息检索、数据库资源运用能力的培养与指导。

2.4阶段自诊（学生工作自诊）



学生制定
个人发展规划

数据采集
形成个人画像

指标分析
总结不足与自诊

新一轮目标制定
新一轮循环

以学年为周期

2.4阶段自诊（学生个人自诊）



思想品德
能力发展
学业发展
学业投入

17项指标分析

学生个人画像
学生个人自诊页面

汽车专业，丁聪同学

2.4阶段自诊（学生个人自诊）



指标 画像点数量 内涵

思想道德 2 违纪情况、公益活动学时

学业投入 3 课程到课率、月入馆次数、图书馆学年借书量

学业发展 5 课程平均分、班级排名、职业资格证书、英语等级、计算机等级

能力发展 7 累计素质学分得分、奖励次数、班级及以上学生班干任职情况、累
计社会实践学时、参与社团、特长类别（获奖证书）、消费情况

合计 17

17项学生个人自诊指标

2.4阶段自诊（学生个人自诊）



指标分析 自我总结与改进

目前学生自诊填报完成率96.02%

2.4阶段自诊（学生个人自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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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思考



01

01/规划标准（3项）

学生工作“十三五”发展规划
大学生成长发展规划实施办法（试行）
学生综合素质条例与标准（试行）

02
03

04
02/运行管理（17项）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素质教育工作的意见
创新创业教育项目实施办法（试行）
关于文化素质教育公选课管理办法（修订）
等等

03/约束激励（9项）

关于大学生社会实践学分认定及成绩评定的实
施方案（试行）
学生评奖评优实施细则（修订）
学生单项奖学金申报评审实施细则
等等

04/研究实践（2项）

班级导师聘任、管理、考核办法（修订）
学分银行管理办法

成效1：逐步完善学生工作制度 学生层核心制度（31项）



成效1：逐步完善学生工作制度

2015年
及以前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合计

工作运行类 2 1 2 5

学生发展类 2 4 1 5 12

学生服务类 2 4 2 2 10

后勤保障类 3 1 4

合计 4 13 4 10 31

学生层质量保证体系运行核心制度制定梳理
常用制度

常用工作制度修订周期2-3年

更加关注学生发展与服务需求

学生发展需求呈多元化发展



校情综合分析与决策支
持平台应用

五纵内涵贯穿
5项一级指标
17项二级指标
56个质控点

第二课堂成绩单认证
平台应用

学生个人自诊平台应用

从线下到“O2O”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

从班级诊改到个人自诊
从外驱到内外双驱

成效2：逐步打造多维工作平台

显性支撑阶段自诊

隐性促成文化驱动

平台
建设



2016年以前

“第二课堂”活动组织困境

1.学生积极性不高
2.线下组织形式，学生参与
情况无法精准统计
3.活动数量、覆盖面无法精
准统计
……..

2016年开始

“第二课堂”活动实现“O2O”

2016年团委出台
《PU平台学生实践
活动在线管理暂行
办法》《关于利用
PU平台推进大学生
社会实践学时认定
工作的实施意见》
等文件

成效2：逐步打造多维工作平台
案例：第二课堂成
绩单认证平台应用



1.每周通报PU平台质量管理
周报；
2.常态纠偏，提升活动质量

成效2：逐步打造多维工作平台



1.每年发布社会实践学时
负面清单；
2.阶段总结社会学时认证
问题与不足

成效2：逐步打造多维工作平台



1.从第二课堂成绩单到大
学生社会实践合格证书；
2.提升学生个人获得感

成效2：逐步打造多维工作平台



启动品牌认证，强化价值引导，

但活动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启动团内试点。有效激发组织

活力，但缺乏规范性。

探索课程转化标准，基本形成新

实践项目集群，评选第二课堂质

量管理奖

列入人才培养方案，活动规

范性提升，但引导性不足。学生实践活动积极性

衰减明显。启动PU平

台，但无建设积极性。

成效2：逐步打造多维工作平台



问题：
1.学生自诊面广量大，学生个
体存在差异性，如何给予学生
精细化指导？

思路：
1.发挥辅导员、班主任、导师等
学生工作队伍作用
2.通过主题班会、小组讨论等多
形式活动激发学生自诊内驱力

2018

2019

思考1：学生个人自诊存在问题



2017

2019

学生学习性投入调研数据分析（2017版）
运用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
发展追踪研究（CCSS）应用型问
卷对无锡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学生
学习性投入状况进行调查

问题：
1.学生课程学习投入程度
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学生学习动力指标低于
全国常模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WXIT均值 全国常模

均值

学生

学习

课程学习投入程度 63.93 68.05

生师互动 53.19 52.95

向学/厌学 66.89 72.11

多元学习模式 56.05 54.32

2017

思考2：学生学习性投入不足问题



分析：
1.学生学习积极性需要不断激
励与引导
2.学生学习目标要不断强化

2019

目标与措施：
1.融化在海平面以下的“冰川”
2.夯实主题教育，让学生成为
“有目标、会学习、能坚持”
的大学生2018

2019
2019年工作思考

思考2：学生学习性投入不足问题



夯实
主题教育

内容/频次
资源/方法等

分学期
逐步推进

2019年工作思考

辅导员
班主任

主题班会
每学期4次

征集反馈
工作反思

教师层面评优
学生层面互动制度修订资源库扩容确定

新一轮目标

思考2：学生学习性投入不足问题



第一章 思想理论教育
第二章 成长成才教育
第三章 心理健康教育
第四章 就业创业教育
第五章 国防安全教育
第六章 励志人物学习

以辅导员科研团队为单
位负责各章节主题教育
内容，包括PPT课件、
视频资源等

2018年底完成
主题教育资源库1.0

2019年上半年
（本学期）

线下运行征集反馈

本学期期末
反馈修改资源库
筹备线上运行

2019年下半年
（下学期）

线上试运行，制度规范

2019年年底
（下学期期末）筹备
主题教育资源库2.0

思考2：学生学习性投入不足问题



04
体会感受



4.1诊改之问

诊改能解决
什么问题 打破“医不自医”的困局



4.2大局之观

如果能将“8字循环”在各学校的应用轨迹加以“连贯”势必形成螺旋上升的大“8字循环”



4.3自我之风

坚持自己的风格

融合自己的工作

讲好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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