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应诊改需求 
优化数据管理系统 

何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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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  

    怎么看 

       怎么学 

          怎么做 

                     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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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任务  

  （二）提升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强化人
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在诊改工作的基础作用，
促进高职院校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工作状态
数据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应用，完善预警功能，
提升学校教学运行管理信息化水平，为教育
行政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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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建设：由有形向无形转变 
重硬轻软（数据管理、数据产品）  

有形：物理服务器        

无形：云中心 
 

教育部关于发布《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的通知 

教职成函[2015]1号 

 数字校园技术系统的部署方式 
    一般分为以下三种： 

a)基于院校机房：院校自建计算机系统机房，所有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均部
署在院校机房中； 

b)基于校外公共机房：院校无需自建机房，但需要购置服务器，将服务器
和应用服务托管至校外的公共机房中，由外部专业机构做维护管理； 

c)基于云计算数据中心：院校无需自建机房，无需购置服务器，直接将应
用服务部署到专业的、提供云计算服务的数据中心。若由省、市或区县
统一建设云计算数据中心的话，各院校也可以不用单独购置公共应用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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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9.提高普遍服务水平。科学灵活选择接入技
术，分类推进农村网络覆盖。发达地区优
先推进光纤到村。边远地区、林牧区、海
岛等区域根据条件采用移动蜂窝、卫星通
信等多种方式实现覆盖。居住分散、位置
偏远、地理条件恶劣的地区可结合人口搬
迁、集中安置实现网络接入。完善电信普
遍服务补偿机制，建立支持农村和中西部
地区宽带网络发展长效机制，推进网络提
速降费，为社会困难群体运用网络创造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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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采数据于无形 

手段：无感知认证等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最大程度发挥信息化的驱动作用，实施国家
大数据战略，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引导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
优势新兴业态向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拓展，全面
提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国防
等领域信息化水平。 

 

 

     VR、AR、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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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模式：由孤岛向协同转变 
     注重管理层面高效协同与服务层面无缝整合 
     

              服务模式:  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电子政务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坚实有力，信息化成
为驱动现代化建设的先导力量。  

 

 

 

       防止产生新的“信息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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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现问题：由终结向实时转变 

关于滞后性：服务对象  使用环境    
 

                              快数据=大数据+实时 
 

 

                    大数据基本特征 

   规模（Volume）  多样（Variety）   

  高速（Velocity） 价值（Value） 

 

   关键：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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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警功能：由抽象向具体转变 

 加强数据处理的有效性  

80% 产生的数据未被收集、存储和处理 

80% 时间用在数据清洗、充实、匹配上 

80% 分析的数据没有价值  
 

 

加强预警功能的有效性 
1.内容 

2.时间 

3.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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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确标准：由单一向体系转变 
（一）诊改的需要，管理的需要 
 

168号文 
1.2  组织构架：对质量保证机构、人员是否有考核标准与

考核制度 

2.1  专业建设规划：有无明确的专业建设目标和标准 

2.3  课程质量保证：课程标准是否具备科学性、先进性、
规范性与完备性 

3.2  师资建设诊改工作：是否制定专兼职教师、专业带头
人与骨干教师聘用资格标准 

4.1  育人体系：是否制定学生综合素质标准 

5.3  质量保证效果：专业、课程、师资、学生发展质量标
准是否完备、先进、成体系；能否在诊改过程中不断调整
优化；社会认可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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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 

教职成[2015]7号  

指导思想： 

   进一步更新管理理念、完善制度标准、创新运行机制、改
进方式方法、提升管理水平，为基本实现职业院校治理能
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重点任务: 

——教学标准落地活动。  

——完善管理制度标准。以学校章程为基础，理顺和完善教
学、学生、后勤、安全、科研和人事、财务、资产等方面
的管理制度、标准，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规程，形成规范、
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体系。 

——强化制度标准落实。加强对管理制度、标准的宣传和学
习，明确落实管理制度、标准的奖惩机制，强化管理制度、
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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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制定标准？  
1.掌握公布的标准  

    ISO 

   国标（GB） 

   部标（JB） 
 

2.搜集文件中标准 
办学条件:教发[2004]2号  

专业教学:教职成司函[2012]217号  

顶岗实习:教职成[2016]3号 

                教职成厅函[2016]29号 

兼职教师:教师[2012]14号 

教师素质:教师[2016]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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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定义有关标准 

章程 

  第10条  凡连续两次或累计三次无故不出

席全国诊改专委会的会议、不参加全国诊
改专委会组织的活动、不接受全国诊改专
委会工作安排的委员，视为自行终止全国
诊改专委会成员职责。 

 

4.从易到难，逐步推进 
    标准分类：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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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据说话：由海量向关键转变 
 

168号：高职院校应根据省级诊改工作实施
方案，依据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
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数据，对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运行情况及效果定期进行自主诊
改，并将自主诊改情况写入本校质量年度
报告。 

 

如何获取可用于诊断的数据？ 

   可以借鉴高职的《管理仪表盘》来获取关
键数据，满足诊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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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到12月 ，共举办13期
评估骨干专家培训班 ，形成13个版本
管理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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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浓缩、提炼，形
成9个方面共63条KPI。 

平台案例分析框架的主要来源。 

 
主要表现指标（KPI）在企业管理中称为关键绩效指标或

关键业绩指标，表示关键经营活动及其结果，其重要特征
是可以量化，表现为数据。 

主要影响因素（KSF）在企业管理中称为关键成功因素，
指的是对企业成功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其重要性置于企业
其它所有目标、策略和目的之上。关键成功因素法的优点
是能够使所开发的系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较快地取
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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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1.将461条主要表现指标（KSF）和223
条主要影响因素（KSF），作为诊断要素的
原始材料。 

2.组织专家对原始材料，结合诊改精神（2
号文、168号文）以及2016版平台进行调
整完善。 

3. 确定后提供给学校，作为自主诊断参考。 

   学校以该材料作为基本关键数据，根据学校
实际情况实施本土化（增、删、改）。 

4.结合标准制定，逐步形成标准链（系统）。  



2016年11月23日于江苏常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