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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西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021 年度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总结

为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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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精神，我校继续

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校内规则制度体系，健全了职业学校内部

治理结构，深入推进了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

设，切实发挥了学校质量保证主体作用。

本年度，我校以教学诊改工作为抓手，以加强教学管理和

德育工作为切入点，打造两链，推进工作，即诊即改。结合我

校工作实际，2021 年度工作总结如下：

一、工作完成情况

认真对照国家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标准和要求，坚持质量

主导、问题导向、自主诊改、协同配合的基本原则，坚持“需

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的工作方针，通过

建立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切实发挥学校教育质量保

证的主体作用，不断完善了学校内部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和运行

机制，构建和完善了校内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保证体

系，全面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培育了学校自我发展的内驱力。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扎实有效推进我校教学

诊改工作

学校成立教学诊改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主要领导任组



2

长，全面负责学校教学诊改工作，及时了解诊改工作进展情况，

研究诊改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指导各部系（处室）开展教

学诊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诊改规划方案的

制定和组织实施。同时按照省市教学诊改要求和相关文件精

神，结合部门职责，明确责任处室和责任领导，实行分工负责。

学校全体人员认真学习、研究，深入领会文件精神，准确把握

教学诊改的工作思路、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准确把握好诊改

工作的目标任务、项目要求和基本程序，通过加强统筹谋划、

加强学习培训，做到精准诊断、持续整改、扎实推进。

（二）加强教育教学管理，推进学校内涵发展，全面提高

办学质量。

中等职业学校诊改工作首先要保证“三个基本”，即学校

的基本办学方向、基本办学条件、基本管理规范。数据平台通

过对学校制度建设、管理机构、管理要素等管理体系数据采集

字段项的设计，引导学校重视全面质量管理，不过度聚焦点状

缺失，以便了解问题全貌，系统改善，逐步促进规范管理。规

范了学校统一编码库，制定《迁西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教学诊

改实施方案》、《迁西职教中心数据采集平台工作安排及任务分

工表》，每学期进行修改完善，印发《迁西职教中心人才培养

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数据采集手册》，为数据平台源

头数据采集提供保障。

目前我校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扩大了招生规模，做到

招生有来处，升学就业有去处。在此基础上，我校进入了提升

办学内涵的发展转型期。由于管理和质量是学校持续发展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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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竞争力，因此学校秉承“强管理、上质量、促发展”的

宗旨，使办学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跨越式发展。全员化参与

程度不断加强，教学质量管理评价体系逐步建立。

制定全员培训方案，不断加强师资培训，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进一步完善课堂教学管理，适时开展多渠道线上教学，使

日常“班班通”教学和疫情期间的 “空中课堂”教育教学互

相补充，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三）建立和完善学校内部质量保证制度体系，搭建了学

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平台。

以我省教学诊改工作实施方案为基础，建立学校教学诊改

工作制度，明确诊改工作的重点、要求、周期和组织，并将自

我诊改情况纳入年度质量报告，逐步建立完善内部质量保证制

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新增制定了《迁西职教中心教学优秀评选

办法》、《迁西职教中心师徒制教学管理规定》、《迁西职教中心

班级教学管理积分办法》、《迁西职教中心学业考核管理办法》

等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制度。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建立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

态数据平台为依托，构建了大数据平台，及时掌握学校人才培

养工作状况，开展培养工作动态分析，为学校教学自主诊改工

作提供数据服务，促进了教学管理，为学校人才培养工作质量

报告提供数据基础。创新德育教育，提高了职业学生综合素质。

根据“五纵五横”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要求，立足横向

定标准，纵向抓落实的原则，对决策指挥、质量生成、资源建

设、支持服务、监督控制五个纵向系统在学校、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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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生五个层面所做的工作进行梳理，使每一个横向层面

的诊改工作均能按照 8 字螺旋模式实施运行，不断提升，逼近

目标。

二、工作成效

(一)构建数据平台，助力教学管理

我校基于数字化校园的大数据平台，它以校园网为依托，

搭建了教学资源服务、教师办公、技能实训、学生学习、校企

合作、在线教学、数据资源共享等平台为一体的教学信息化系

统，提供了较完善的网络与支撑环境，实现了全校互连互通、

数据资源共享，对教学诊改的实施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

在《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指引

下，我校管理“大数据”初步建成，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自我

诊断、反馈、改进机制基本形成。我校数字化校园建设经过前

期示范校建设，综合数据资源共享应用得到广泛应用。

通过教学诊改，促使新型数字校园建设达到了飞速发展，

一是师生信息化水平和应用能力得到加强，自我诊断，自我改

进的意识不断加强。二是促进了数字校园的不断发展，各项制

度不断完善，使大数据平台在服务教育教学上处于良性循环，

办学水平跃居全省同级同类学校先进行列。

1.全面提升了教师队伍信息化应用水平。为全面提高教师

信息化水平，多次举行全员培训学习，对教师进行现代教育理

念和信息技术技能两个层面的培训，培训内容有网站建设、资

源库更新、大数据利用、课件制作、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

网络设备维护等方面，教师培训率达 95%以上。通过采用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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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全方位的培训，教师了队伍素质整体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实现了教师之间数据资源共享，并利用大数据平台对教学过程

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对教育教学质量进行不断改进，教育教

学效果显著。

2.提升学校管理水平。随着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学校管理

方式的有了很大的变化，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学校“学籍

管理”、 “安全网格化管理” 、“质量监控体系”等大数据统

计准确及时，既方便，又快捷，同时又能更好的分析各个方面

的问题，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学校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信息化、数字化制度对教育教学

管理、质量监控和分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教学诊改过程的

数据采集有章可循、处处可采、人人参与。

3.提升教育信息化装备水平。目前，学校所有班级、专用

室、办公室、会议室等教育教学场地均接入高速校园网，做到

班班通媒体，处处有网络，优秀教学资源在校园的每个教学场

地都可以实现数据共享、资源共用，实现了教育部要求的三通

两平台，改善了学校现代化办学条件，为学校推进教育信息化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二)创新德育教育，提高职业学生综合素质

“强管理，上质量，树品牌”，这是我校教育发展孜孜以

求的办学目标。为进一步扭转职业教育发展的被动局面，澄清

老百姓对职业教育的模糊认识，引领社会关注、重视职业教育

发展，提高职业学生综合素质，我校以“文明城”创建和教学

诊改为契机，进一步创新德育教育的育人模式，争创迁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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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牌。

以教学诊改工作为统领，开展了系列德育教育活动。通过

活动过程提高育人效果，实现了校园风清气正，环境优美，学

生整体素质得到大幅提升，提高了社会影响力和认知度；通过

活动效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即诊即改，为后续德育工作提

供有利保障。

1.违纪率大大降低。泡网吧、早恋的几乎没有了；夜不归

宿、扰乱社会秩序的现象杜绝了；打架斗殴、脏话连篇的现象

得到基本解决。

2.流失率大大降低，在校生人数逐年增加。前几年，学校

流失率达到 23%以上，自深入开展“五育人”德育教育以来，

在校生人数达到 3700 人，流失率降到 7%以下，大部分班级流

失率为零。

3.学生素质得到大幅提升。知学守纪、知情懂礼已成为学

生自觉的行为，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学生。

4.提升了学校的影响力。家长、社会对学校的做法和取得

的成绩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品牌已得到全

社会的认可，直接表现是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职教

中心学习。

三、问题与改进

通过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不仅打造了一支能打仗、打胜

仗的骨干教师队伍，更重要的是使我校的数据平台建设和信息

化教学与管理水平走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信息化教学管理制

度和应用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我校在教育教学管理、诊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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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改革，确实在师生精神面貌等方面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主要包括:

一是数据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分析结果与源头数

据之间还不能形成闭环随动调整，导致数据未对诊改发挥作

用。数据管理理念较为陈旧、缺乏数据分析应用意识等问题，

未能自行对学校数据进行分类汇总、清理入库，缺少对数据的

有效应用，诊改也就缺乏了客观的数据依据。

二是教师信息化能力需要在新的互联网+时代与时俱进，

得到更大的提升，符合中等职业学校要求的信息化应用有待得

到具有前瞻性的探索和发展，物联网技术下的“智慧型”、“大

数据”数字化校园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三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德育管理模式，更需要由实践到理

论的升华，还需要深入探索、逐步改进。尤其在探索德育有效

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还有诸多问题需要各方努力加以解决。

2022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