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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质量是中等职业学校适应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经济社会和

学生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根本举措。提高质量一方面要建设好支撑质

量的各项要素，如校企合作、师资队伍、实训条件、信息化资源、

教育教学管理等；另一方面，要建设好质量持续自我提升的动力机

制，防止和克服质量提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建设倦怠。教育部日前

出台的《关于做好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的通知》，就

在建构中等职业学校质量持续自我提升动力机制上，迈出了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 

外部督导与内部诊断形成“混合动力” 

教育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需要建构两大机制：动力机制和平衡

机制。没有动力，质量提升难以持续；没有平衡，质量提升易陷混

乱。动力从压力中来，平衡在科学管理中形成。 

形成动力机制的压力一般来说可分为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两

个部分。建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持续自我提升的动力机

制，一方面需要强化以督导评估为主要内容的外部评价，形成促进

职业学校自主发展、自我提升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制度、

建构机制、强化激励，形成职业学校自主发展、自我提升的内在动

力。两种压力对于中等职业学校质量持续自我提升来说，都是必不



可少的。没有督导评估为内容的外部评价，学校就会缺失促进质量

提升的外部条件，就会或因办学资源不足而难以提高，或因发展意

愿不强而停滞不前，或因能力建设困难而得过且过。内部没有刺激

质量提升的动因，学校就有可能或因表面繁荣而不思进取，或因目

标缺失而无序乱动，或因随机而动而不能持久。 

对于中等职业学校来说，目前两种动力建设呈现不平衡状态。

以督导评估为形式的外部评价，由于实践历史较为长久、工作思路

渐趋清晰、工作体系初步建成、工作模式日益成熟，特别是随着管

办评分离的改革，被人们广泛接受，对教育教学的促进作用也日益

增强。而学校内部促进质量持续提升的思路、举措一直处于理论探

讨、实践摸索之中，其理论支撑较为薄弱，实践探索还处于感性阶

段，既没有被普遍认可的工作抓手，也没有系统的评价模式。而“诊

断与改进”的推出，开始了职业学校建构内部质量自我提升、持续

提升的新的工程。 

“诊断”本是医学术语，随后企业将其原理运用于内部管理，

形成了“企业诊断”理论，促进了企业的自我发展和良性运转。进

入新世纪后，“诊断”又被一些普通教育的先行者纳入学校管理视

野，虽然囿于专家咨询，列为校长治校的参考，有的甚至等同于学

校的自我评估，但在引领校长建构反思意识、帮助校长广纳治校真

知、促进学校实现自主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将质量提升的重点集中于学校内部 



“诊断与改进”作为认知学校工作现状与工作目标之间的差

距，并致力于缩短差距的理论和方法的总和，奠定了新时期中等职

业教育质量持续自我提升的新思维。 

一是突破了职业学校质量提升一味依赖外部促进的传统思路，

将质量提升的重点集中于学校内部，不仅改变了学校被动应对外部

压力的状态，而且激发了学校自主发展、自我提高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二是突破了促进质量提升的传统模式，从要素强化和动力建构

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师资队伍、校企合作、实训条件等要素建

设，强化了质量持续提升的支撑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常态化周期

性进行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大步骤，建构

了旨在质量持续提升的自我促进力量。 

三是突破了质量提升的传统路径，致力于促进质量持续提升的

运行机制建设，将质量保障制度的建构、校本专家队伍的打造、人

才培养状态数据平台的建设、年度质量报告的撰写联为一体，形成

了促进质量持续提升的工作整体。 

四是突破了质量提升的传统方法，致力于信息技术在质量提升

中的应用，改变传统的过多依赖定性分析的习惯，更多地通过数据

分析发现问题，寻找质量提升的新的突破口。 



五是突破了质量提升的传统方式，创造性地将诊断作为改进学

校教学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坚持问题引领、重在改进的原则，将更

多的精力集中于工作改进上。 

六是突破了质量提升的传统形式，将学校自主诊改与教育行政

部门的抽样复核联为一体，在培植学校自主诊断与改进意识和能力

的同时，通过抽样复核，发挥教育行政部门的引领促进作用，力图

使学校诊断与改进在规范平台上高效有序进行。 

常态参与、真实显现院校教学质量 

“诊断与改进”作为新时期职业院校质量提升的新工程，具有

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是真正落实了教育教学质量的学校主体地位，初步建构了

“我的学校我负责”的治理模式。 

二是创新实现了教育行政部门工作重点的回归，将教育行政部

门从传统的制定文件、检查落实、评估效果的管理模式中走出来，

在积极履行好行政管理职能的同时，通过抽样复核等为学校自主发

展、自我提升做好服务引导工作。 

三是建构了推进质量持续自我提升的复式动力机制，形成相得

益彰的促进质量持续提升的外部动力机制和内部动力机制，变一个

动力为两个动力。 



四是实现了学校办学质量提升的全员参与。质量持续提升只有

学校管理者单方面的积极性是不够的，只有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

被广泛调动出来，才能建构教育教学质量持续自我提升的牢固基

础。 

“诊断与改进”作为新时期中等职业学校质量持续自我提升的

新的动力举措，因远离绩效驱动，没有评价顾虑，涉及不到利益，

有利于促进职业学校远离造假，以常态参与，真实显现教学质量。

当然，作为促进质量提升的新举措，其内在价值的充分显现，还需

职业学校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反思、在反思

中不断完善。 

                  （作者系江苏省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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