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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核心要素：

坚持以学校诊改工作为基础，聚焦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层面的目标与标准、监

测与预警、诊断与改进的机制建设和运行情况。

 关注诊改轨迹：

坚持数据分析与实际调研相结合，基于学校平台数据分析，以轨迹变化为关注点，辅以实际调

查研究，做出与事实相符的判断。

 尊重校本特色：

坚持一校一策，尊重学校的历史文化和办学自主权，针对学校当前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引

导学校科学定位、服务发展、促进就业，进一步完善有效可行的诊改工作实施方案。



复核内容：螺旋建立与运行《复核指引》

学校层面

是否建有规划和年度

目标任务分解、实施、

诊断、改进的运行机

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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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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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与课程层面

是否建立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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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层面

是否建立教师个人发

展自我诊改制度，周

期是否合理，方法是

否便捷可操作。

学生层面

学校是否引导学生

进行自我诊改，周

期是否合理，方法

是否便捷可操作。

综合要求

五个层面的诊断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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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监测预警 自我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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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情综合分析与决策支持平台开展五层面自我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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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标准——监测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01



质量标准——分层面、分维度设立



三、螺旋运行

指
标
体
系

教学部门

职能部门

学校汇总

专业

专业群

专业分院汇总

专业校级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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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专业课程汇总

专业校级汇总

教学单位

校级汇总

教学单位

校级汇总

诊断指标体系

质量标准——指标设计



质量标准——指标设计

明确评判标准
以及算法确定数据形式

（文本、数据）

……



诊断点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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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头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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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以数据采集模块和自动对接为主。规范每个指标的数据来源，减少个人填写指标。



质量标准——主要数据来源——业务系统

12



综合决策支持平台数据显示： 数据来源规范以后，源头自动采集率由

2017年的35.07%上升到2018年的94.22%。其中课程自诊采集采集率达100%。

四、成效展望

质量标准——数据来源

自动采集：93.71%
（2017年为35.07%）



常态纠偏02



常态纠偏——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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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纠偏——课堂教学

质量标准建完后，负责人按指标库发起自诊后，即可进入常态纠偏环节



以实时源头数据采集为依据，以质量指标标准范围为预警线，以质量责任主体为推送对象，实现常态纠偏

预警示例：缺课率超出预警线

当前值：9.7%
预警线：6%

质控点：缺课率

考勤
名单

处理措施

常态纠偏——课堂教学——缺课率

学生端

教师端



四、成效展望
建立有效预警与纠偏



学校层面：月报纠偏职能部门任务进度

三、运行实施

75.

55

%

科
技
产
业
处、
校
企
合
作
处

需重点关注

常态纠偏——业务系统



 质控系统，意见反馈促进部门改进工作

 信息反馈及时率，及时纠偏，提高部门工作效率

质控系统

常态纠偏——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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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数, 网络, 4

故障数, 校园卡, 3

故障数, 信息平台, 1

意见建议, 网络, 5

意见建议, 校园卡, 1
意见建议, 信息平台, 

4

质控系统采集数据统计

故障数 意见建议

共18条，故障占44.4%
意见建议占55.6%

http://my.wxit.edu.cn/


数据来源——质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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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改进03



阶段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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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改进



阶段自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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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纠偏任务会按照预设时间自动进入阶段改进



质控指标
对标自诊

对标自诊 定位问题 分析原因和策略研究

阶段改进——模块与流程

总结改进成效对比两年数据对照上次问题指标



主要问题

改进策略

成效分析

自诊报告示例

三、螺旋运行

阶段改进——质量报告



课程成绩优秀率偏低（C）

课程成绩分数段分布不合理（C）

平台
反馈 未达标指标 班级指标 班级等级 总达成度 等级

课程成绩
分数段分布

69.57 A

66.67 C37.78 C

69.57 A

课程成绩
优秀率

2.17 C

66.67 C15.56 A

13.04 B

数据下钻

未达标指标数量

数据来源于校情综合分析与决策支持平台；班级为电气自
动化专业17级（3个班级）。诊改学期：2017-2018-2

阶段自诊示例：课程层



数据分析 诊改学期：2017-2018-2   2017级共三个班级

课程成绩优秀率
数据分析：电气
21731班级学习主动
性需加强，拔尖学生
比例较低。

课程成绩分数段分布
数据分析：电气21732
班级中，学生两极分化
情况比较严重。

数据分析 改进措施
1.与班主任、辅导员沟通，分
析形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

2. 加强班风、学风营造，提升
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3.专题研讨，改进教学方法，
提高课堂教学吸引力；

4.考核方式可考虑根据学情适
当调整，增加实践环节占比。

阶段自诊示例：课程层



班级自诊 课程级自诊 专业课程汇总自诊 校级课程汇总自诊

阶段改进——模块与流程



专业自诊以学年为诊断周期，分专业自诊和学校专业自诊。分级生成专业层阶段“自诊报告”

财经学院
专业汇总
自诊报告

学校各分院
专业汇总
自诊报告

实现从点（单专业）到面（分院、学校）的综合自
诊，既为单专业阶段建设把脉，也从学校专业总建设
情况问诊，实现综合分析与决策。



班级、课程级以学期为自诊周期，专业、校级课程自诊以学年为周期自诊

班级自诊 课程级自诊 专业课程汇总自诊 校级课程汇总自诊《UML建模》班级课程自诊 《UML建模》课程级自诊

《UML建模》对应软件专业课程汇总自诊校级课程汇总自诊



三、螺旋运行

教师层面

以学年为诊断周期

教师个人发展监测与自诊指标



三、螺旋运行

教师个人自诊示例

教师个人
发展规划

师德
师风

教育
教学

教学
研究

科研
服务

专业
实践

年度
达成

教师对照个人发展规划，从师德师风、教育教学、教学研
究、科研服务、专业实践5个维度，16个指标进行自诊。



以学年为诊断周期

三、螺旋运行

学生层面
学生个人发展监测与自诊指标



获奖
情况

到课率

职业资
格证书

英语等级
证书

学生对照个人学业规划，从学业发展、学业投入、思想品德
4个维度，17个指标进行自诊。

三、螺旋运行

自我总结与改进

学生个人自诊示例



个人自诊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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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开始学生画像学生自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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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学生个人自诊



2018年底8637名学生完成设计个人发展规划

引导学生个人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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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画像



指标分析 自我总结与改进

学生画像——分析改进



教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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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以聘期为周期
年度总结目标达成

2018年开始教师画像教师画像



教师画像



两链建立的起点

做”四有”好教师

教师的基本素养

一流的师资水平

学校十三五发展
对教师的要求

双师四能:执教能力\应
用技术研发能力\资源整
合能力\社会服务能力;
国际化能力

学校优质校建
设对教师要求

部门给我的要求是什么?

部门发展规划要求

专业建设或课程建设给
我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

所属专业建设或
课程建设要求

自已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我对自己的要求

1.根据六个起点要求设定

个人发展规划的总目标;

2.规划周期:以岗聘时间为

一个周期(2017年-2019

年);

3.具体目标和标准是从五

个维度设定; 

4.要把三年的规划内容分

解落实到每一年.

教师画像



教师画像——个人规划



师德师风

教育教学

教学研究

科研服务

05 专业实践05

由人事部门直接录入人事系统,无需个人
填报,个人可以把自己所获得的各种荣誉
提供给人事处,便于采集齐.

采集数据来自教务系统\学习中心\质控
系统,个人各类竞赛获奖提供给人事处,由
人事处录入.

教研系统\科研系统中采集.

科研系统中采集

个人填入人事系统中

五维度 内涵

师德师风

基本分80，加分-个人
荣誉；
减分-处分、教学事故
等

教育教学

教学工作量

学生评教成绩

教学质量考核

竞赛获奖

教育管理工作量

教学研究

教研分折合分

教研高水平奖励折合
分

科研服务

科研分折合分

科研高水平奖励折合
分

专业实践
企业实践

培训课时

教师画像——内涵与数据来源



3.1 教师个人自诊

填写原因
分析及改
进措施



智能分析05

http://210.28.144.242/


五层面核心质量指标智能化分析与决策支持



学校层面核心质量指标汇总分析（摘选）



专业层面核心质量指标汇总分析（摘选）



课程层面核心质量指标汇总分析（摘选）



学生层面核心质量指标汇总分析（摘选）



四、成效展望

低于均线：
控制学院

关联控制学院
学生评教成绩

明细
分析原因



四、成效展望

缺课率
高：汽车
学院

关联汽车学
院各专业
缺课率
分析原因

关联各专业
学生缺课率
分析原因



预警分析



展望05



加强大数据和智能分析应用研究，加快智能化信息平台的建设与应用，在数据

治理上下功夫，提高数据的质量，优化数据标准。完善数据中心、师生统一门

户的建设，增加过程性预警。

 进一步推进现有各类业务系统的充分应用和系统的互通互联，增强信息化系统

对诊改的支撑作用。



经验分享，供交流，多批评，共同提高！

联系电话：18151552573（微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