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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卫生职业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及诊改工作现状调查问卷分析

熊　娟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摘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是持续提高高职

院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为了改变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及诊改机制现状，及更好地促进年轻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及诊改机制的工作高效开展，本课题组在云南省昭通卫生职业学院开展了关于高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现状的调研工作。

关键词：职业教育；内部质量；建设现状；调研工作

DOI：10.12373/xdhjy.2021.10.3679

一、调查目的

当前各高职院校在国家职业教育政策指引下，深入推进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探索 1+X 证书试点等举措，力求更好地完成高

职院校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任务。而要想

实现这一目标，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搭建以及与之配套的诊断与

改进工作则是一种重要的手段。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诊断

与改进工作是指基于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学校自主诊改、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抽样复核的工作机制，其目的是构建网络化、全

覆盖、具有较强预警功能和激励作用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实现

教学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

二、研究方法

（一）问卷制作

该调查问卷由课题组成员结合学校实际情况设计制作，内容

涵盖被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及问题两个部分，涉及学院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建设情况及对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意见等方面。

（二）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分为三类：学生、教师、学校管理干部，调查采用

电子问卷形式于 2021 年 1 月 -5 月进行发放。

1. 学生

发放学生问卷 1500 份，收回问卷 1359 份。从性别分布看，

女 生 占 84.92%； 从 年 级 分 布 看， 一 年 级 占 38.39%， 二 年 级 占

51.06%，三年级占 10.55%；从专业分布看，护理占 39.59%，助产

占 12.75%，医学检验技术占 12.54%，中医学占 11.47%，康复治

疗技术占 10.06%，剩余 7 个专业占 13.61%。

问卷内容包括学生思想政治及心理健康教育、学院教学的开

展情况、学院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等现状情况。

2. 教师

发放教师问卷 120 份，收回问卷 80 份。从性别分布看，女

教师占 74.29%；从年龄看，20 岁到 39 岁的老师占 82.85%；从工

龄看，有 1-10 年工龄教师占 77.14%；职称分布看，初级职称占

54.29%，中级职称占 20%，高级职称占 20%，无职称的占 5.71%；

从学历分布看，本科学历占 62.86%，硕士占 37.14%，博士占比为

0%。

问卷内容包括教师教学质量与个人能力提升，学院人才培养

机制，师资队伍建设等现状情况。

3. 学校管理干部

发放学校管理干部问卷 50 份，收回问卷 40 份。从行政级

别分布看，部门正职占 40.91%，副职占 59.09%；从参加管理工

作 年 限 看，1-4 年 占 40.91%，4-10 年 占 36.36%，10 年 以 上 占

22.73%。

问卷内容包括学校管理干部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与诊改工作

中所承担的角色、所尽义务和责任。

三、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学生层面

通过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统计和结果分析，可以看到：

1.62.39% 的学生认为大学学习主要为了全面提升个人综合素

质；19.9% 的学生认为大学专业课学习最为重要；15.01 的学生认

为大学主要学做人，锻炼学习以外的综合能力。

2.48.44% 的学生认为我校主要培养学生的发展目标为掌握一

技之长，为实现人生目标而奋斗；40.16% 的学生认为我校培养学

生的发展目标为学生今后深造，全面提升综合素质；7.29% 的学

生认为应该是为提升学历做准备。

3. 近 80% 的学生认为学校有必要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这门课；

1.91% 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开设此门课程，体现出当前学生对未

来职业规划的盲目性。

4.70.47% 的学生认为我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16.71% 的学生认为我校心理教育宣讲形式内容不佳；7.93% 的学

生认为教师本身缺乏心理学相关知识；4.89% 的学生认为学校不

重视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

5.43.98% 的学生认为我校教学评价机制没有问题；39.45% 的

学生认为我校评价方式单一；33.92% 的学生认为我校评价流于

形式；25.21% 的学生认为反馈结果无法促进本学期课堂改善；

22.52% 的学生认为评价频率太低；19.97% 的学生认为评价结果模

糊；15.79% 的学生认为评价结果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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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我校人才培养机制还不够完善，

学生的培养目标还不够明确，应该更加关注学生未来职业发展需

求，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关注学生的情绪价值，从学生心理需求

出发，更好地服务学生；教学评价机制多元化，才能帮助学生不

断成长，每个阶段进行评价，才能帮助其达到“里程碑式”的成长，

最终实现职业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型职

业技能人才。

（二）教师层面

通过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统计和结果分析，可以看到：

1.30.56% 的教师认为参与相关培训，感觉帮助很大，效果很好；

同时也有 30.56% 的教师表示未参加任何培训，很迷茫；22.22%

的教师认为参与相关培训，感觉一般，帮助不大；16.67% 的教师

认为参与相关培训，感觉就是走个过场，无实质性帮助。

2.66.67% 的教师认为目前制约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原因是不

合理的教师考核体系；58.33% 的教师认为是因为教育学、心理学、

教育技术学等知识匮乏；50% 的教师认为是自身发展意识的缺乏；

47.22% 的教师认为是专业知识的缺乏；11.11% 的教师认为是教育

立法、教师资格认定制度不到位。

3.38.89% 的教师认为我校针对教师所制定的奖惩制度执行力

一般，效果一般；30.56% 的教师认为有制度，但执行力度不够，

流于形式，毫无效果；19.44% 的教师认为严格执行，效果良好；

11.11% 的教师表示不太清楚相关制度。

4.77.78% 的教师认为我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中应该重点鼓励本

校教师取得更高学历；69.44% 的教师认为应该加强专业带头人的

培养；69.44% 的教师认为应该加强骨干教师的培养；61.11% 的教

师认为应该大力引进高学历高层次人才；50% 的教师认为应该加

强教学名师的培养；50% 的教师认为应该加强双师型双师素质型

教师的培养。

5.88.89% 的教师认为要提升高校教师教学质量应该注重外出

进修；80.56% 的教师认为应该多开展教学培训；75% 的教师认

为应该进行自我进修；72.22% 的教师认为应该多开展岗前培训；

69.44% 的教师认为应该多开展教学竞赛；66.67% 的教师认为应

该多参与教学实践；63.89% 的教师认为应该加强“传帮带”带

教指导；58.33% 的教师认为应该进行学历提升；55.56% 的教师

认为应该多做科研，取得成果；33.33% 的教师认为应该多参加

学术会议。

通过以上调查可以发现，我校师资队伍建设还存在很大阻碍，

要想得到改善，应该做到：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应该加强专业

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名师的培养，大力引进高学历高层次人才，

丰富师资队伍结构层次；在奖惩方面，应制定合理的奖惩制度，

并严格执行，才能对教师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奖励与惩罚并行，

才能实现内部管理的公平性；在提升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方面，应

该多开展培训进修，让教师有学习成长的空间，多参加教学技能

大赛，提升自身教学能力，提高学校整体教学质量。

（三）学校管理干部层面

通过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统计和结果分析，可以看到：

1.77.27% 的管理干部对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只有过一点了

解；18.18% 并未了解过；只有 4.55% 全面了解过。

2.68.68% 的管理干部认为我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还处在建设

中，未完全形成；22.73 认为内部质量摆正体系根本没有形成，9.09%

表示对我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情况并不清楚。

3.45.45% 的管理干部认为我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最应该

加强学校发展思路的建设；22.73% 认为应该加强我校专业建设；

13.64% 认为应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9.09% 认为应该加强课程建

设；还有 9.09% 认为应该加强学生的全面发展。

4.100% 的管理干部认为制约我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因

素是相关制度不健全；90.91% 认为是责任主体研究不够；86.36%

认为是各主体参与度不高；81.82% 认为是组织领导不到位；

45.45% 认为是上级部门没有安排。

5. 为了更好开展我校诊断与改进工作，100% 的管理干部认

为应该完善质量保证的组织机构；95.45% 认为应该确定学校质量

保证体系的基本原则；90.91% 认为应该制定学校定位和质量目

标，修订、补充各类质量保证制度，建立诊断常态化工作机制；

81.82% 认为应该加强培训和指导；77.27% 认为应该打造校园质量

文化。

通过以上调查可以发现，我校建设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开展

诊断和改进工作应做到：首先，学校决策指挥层应加强学习，把

握国家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新动态，深化认识，主动出击探索

学校发展路径；其次，根据自身实际形成组织体系，无论是纵向

管理还是扁平化管理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组织体系，以及与其相配

套的制度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第三，从高职院校承担的社会责

任和“五纵五横一平台”的角度出发，理清学校各项职能职责，

科学地进行部门权责的划分，避免出现权责交叉的现象。

四、结语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与运行是学校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手段，是高职院校诊改工作的目标。高职院校要想

保证各类主体都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学校建设，在制定规章制度时

就要从教师、学生、管理者的获得感视角出发，完善各方面的激

励机制，同时也应当辅以相应的惩罚措施。才能最终形成人人都

参与、人人都成长、人人都收获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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