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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层面诊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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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同层面（简称五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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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标准

监测、预警

诊断、改进

事前

事中

事后

运用信息平台即时采集数据

依据信息平台采集的现状数据，对照设定
的目标，诊断现状，查找不足，实施改进

质量创造主体自设目标标准

u 质量管理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

一、专业层面诊改

事后：诊断改进

目标 标准 设计 实施

监测预警改进

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

组织

信息技术平台

信息技术平台

事前：建立目标标准

事中：监测预警

事后：诊断改进



一、专业层面诊改

专业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学校规划契合，是

否与自身基础适切。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

可检测。系统性、科学性、可测性
 

1.两链打造与实施 



学院发展
总目标

专项
规划目标

二级学院
建设目标

专业
建设目标

基础

目标

内容

效果

吴访升 用课程诊改带动教学质量提升 《中国教育报》
2017年11月28日第11版 版名：职教周刊·教改探索

一、专业层面诊改                 两链打造



综合办 教学部 二级院长 专业团队

学校发展规划

重点打造7-10个品牌
专业，应用化工技术
与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建成全国一流专业。
建成省内乃至全国相
关行业具有影响力的8
个专业群。

专业建设
专项规划

打造应用化工、焊接技
术、工业分析、建筑工
程等7～10个品牌（重点）
专业。
化工学院重点发展以应
用化工技术专业为核心
的化工专业群和以光伏
材料制备技术专业为核
心的材料专业群 。

二级学院
发展规划

应用化工技术
专业建设方案

化工学院：
以应用化工省级品牌专业建
设为抓手，做强做精化工技
术类专业群，实现品牌效应。
做大做强材料专业群，高分
子材料扩大专业规模；培育
壮大光伏材料专业。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在全国同类院校中具有领
先优势、世界同领域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省级品牌专
业

一、专业层面诊改           两链打造



一、专业层面诊改 SWOT分析——适切性、战略性

 
 ＸＸＸ专业
XXX要素诊断

S（优势） W（劣势）

（1）我们有什么长处？
（2）我们形成了哪些特色？
（3）我们能做什么别人做不到的？
 

（1）我们有什么短处？
（2）我们有什么地方做得比别人（你的
对手）差
（3）不能够让服务对象满意的有什么？

O（机会） SO战略（扩张战略） WO战略（防卫战略）

（1）国家、政府、地方、行业、企业有
什么适合发展的机会、保障
（2）学院在5年内有什么适合发展的机
会、保障？
（3）二级学院5年内有什么适合发展的
机会、保障？

发挥优势，抓住机会
即：依靠内部优势，利用外部机会

利用机会，克服劣势
即：利用外部机会，克服内部劣势

Ｔ（威胁） ST战略（分散战略） WT战略（退出战略）

（1）市场最近有什么变化？
（2）竞争者最近在做什么？
（3）是否赶不上服务对象（分析对象）
的变化？

利用优势，回避威胁
即：依靠内部优势，回避外部威胁

面对威胁，消除劣势
即：减少内部劣势，回避外部威胁



一、专业层面诊改 SWOT分析——适切性、战略性



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
学院

天津渤海
职业技术
学院

顺德职业
技术学院

•  校内CMA实验室

•  实训装备先进，实训管理理念先进.
•   招生规模较大

7被批准为全国职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

• 师资团队雄厚，教授4人，

博士5人
• 鲁班工坊

• 国家职业院校技能大赛8连冠

• 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主持单位

现状分析

找差距

标杆分析

打造现代化国际化校内实训基地，优化师

资团队结构，加强资源建设，提升教师社

会服务能力和国际化视野。

标杆分析——适切性、可行性

寻找解决
关键问题

一、专业层面诊改 

标杆选取时一定要与专业自身基础、层次、规模相当，与自身发展目标相近，且对方
愿意进行深层次的沟通交流，并提供相关数据。



专业建设标准

专业建设开门七件事：

1.人才培养模式；

2.课程建设；

3.师资队伍建设；

4.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5.科研与社会服务；

6.国内外教学交流与合作；

7.学生发展。

引
导

一、专业层面诊改 



一、专业层面诊改 

具体目标 工作任务与标准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打造一支全省一流、数量充足、结

构合理、专兼结合、德技双馨的专

业教学团队

建成省级优秀教学团队1支 1 - -

培养省级教学名师1名 1 - -
引进博士2人 - 1 1
攻读博士2人 1 1 -

柔性引进特聘教授和产业教授3名 1 1 1

柔性引进省级以上劳模大师3名 1 1 1

新增兼职教师3名以上 1 1 1

建成省级科研团队1支 1 - -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获证例上升至
90% 80% 85% 90%

国际职业资格证书获证例上升至
70% 50% 60% 70%

表2 某专业队伍建设年度任务分解表



一、专业层面诊改

是否建立专业诊改运行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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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螺旋建立与运行 



一、专业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u 诊断内容

聚焦专业建设核心目标可设置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和文化传承5

个诊断项目、15个诊断要素、65个诊断点

的专业质量诊断指标体系。

各专业依据目标定位，结合制约目标达成的

关键因素选择相应的诊改内容。

序
号 诊断项目 诊断要素 诊断点

1

人才培养

培养目标
1.与学生发展需求相适应             
2.与区域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
3.与学校人才培养定位相适应

2 毕业标准
1.支撑培养目标达成
2.包含核心素养标准和职业能力的标准
3.标准可测可评量

3 课程体系 1. Ａ、Ｂ、Ｃ三类课程比例（%）
2. 核心课程满足度（%）

4 课程教学

1.课程标准修订周期与频率
2.教材使用满意度（%）
3.院级/省级/国家级教材数（部）
4.课程学习满意度（%）
5.学生课程不合率（%）

5 师资队伍

1.专任教师数（人）
2.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比例（%）
3.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比例（%）
4.专任教师中硕士学位以上比例（%）
5.专任教师中企业兼职教师比例（%）
6.专任教师中省级及以上人才工程项目数（人）

6 产教融合

1.现代学徒制试点人数（人）
2.企业(准)捐赠设备总值（万元）
3.企业接受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4.企业接受毕业生就业数（人）
5.企业兼职教师教学任务占比（%）

7 实训条件

1.生均校内实践工位数（工位）
2.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万元）
3.实训项目开出率（%）
4.校外实习基地工位数（工位）
5.生均校外实习基地使用数（人日）

8 教学资源
1.课程资源库数量（门）
2.院级/省级/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数（门）
3.院级/省级/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个）



一、专业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u 预警体系

设计学生学习目标达成度预警



一、专业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u 诊改周期
“实时性诊改+年度阶段性诊改+三年考核性诊改”三级诊改机制。实时性诊改周期的
设定通常应依照诊断点的运行周期而定。

诊断项目 诊断要素 诊断点 目标值
（2017年） 预警值 诊改周期 监测预警平台

人才培养

课程教学 课程学习满意度
（%） 90 <85% 每次课 工程云课堂

学生质量 毕业生毕业率
（%） 95

10月份预警值
<85%

3月份预警值
<90%

5月份预警值
<95%

特定月度 智慧学工系统

科学研究 教学研究
省 级 以 上 期 刊 教
学 研 究 论 文 发 表
数（篇）

8 每月<1篇 月度 业绩采集平台+一页纸报
表系统

社会服务 技术服务 横 向 技 术 服 务 到
款额（万元） 270 每月<30万元 月度 业绩采集平台+一页纸报

表系统



一、专业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2017一页纸报表分析

u 毕业设计省级获奖1项
Ø 院毕业设计二等奖1项推荐至省厅，

2018年公示未获奖

u探索4+0高职和本科联合人才培养
Ø 与常州大学、江苏科技大学联合填

写了申报书，由于政策原因未申报，
该项目终止

u 诊断分析



2017原因：

1.招生主要2个指标点未达成，第一志愿

报考率22.5%，目标50%，招生计划完成

率82.31，目标90%。主要原因是家长和

学生对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的认知度

不够，在人们的印象中，工作比较苦，

环境比较差，家长不舍得，学生也不愿

意报考。

改进措施：

1.加大专业宣传能力；

2.打造办学特色，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

3.构建科学的招生体系，用好激励政策。

依托专业发展平台实施建设任务年度诊改

第一志愿
报考率

目标值
60%

实际值
22.5% 未达成

招生计划
完成率

目标值
98%

实际值
82.31% 未达成

一、专业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u 诊断改进



诊改报告

一、制定规划数

二、达成目标数

三、未达成目标数

四、分析未完成原因

五、改进措施

六、需外力支持

依据专业发展平台数据撰写专业诊改报告

主体：专业团队

诊改周期：一年/三年

依托平台：专业发展平台

一、专业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u 诊断改进



诊改报告

一、制定规划数

二、达成目标数

三、未达成目标数

四、分析未完成原因

五、改进措施

六、需外力支持

主体：专业团队

诊改周期：一年/三年

依托平台：专业发展平台

一、专业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u 诊断改进
诊断
项目

诊断
要素 诊断点

目标值
（2017

年）

采集值
（2017

年）
达标
情况 主要原因 改进举措

人才
培养

学生
质量

第 一 志
愿 报 考
率（%）

60 22.5

未达
标

完成
度

37.5
%

（1）专业面向的工作
岗位家长、学生印象中
比较苦和累，学生报考
积极性不高。
（2）专业宣传的手段
和方式比较单一，创新
性不够。
（3）学校招就处对于
专业的招生未有倾向性
政策支持。

（1）创新宣传方式，赴产教
深度融合型企业拍摄智能焊接
操作岗位实景，制作专业宣传
视频，破除学生、家长对专业
的认识误区。
（2）建议学校招就处考虑品
牌专业建设需要，设立企业奖
学金，实施免学费，增加专业
的招生竞争力。



一、专业层面诊改 双引擎驱动

3.引擎驱动成效

（1）学校领导是否重视诊改，扎实推进，师生员工是

否普遍接受诊改理念，并落实于自觉行动中。 

（2）学校是否建立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相适应的考核

激励制度，将考核与自我诊改相结合，体现以外部监

管为主向以自我诊改为主转变的走向。 

（3）各个主体的自我诊改是否逐渐趋向常态化。师生

员工对学校诊改工作是否满意和有获得感。



一、专业层面诊改 双引擎驱动

u建立专业建设年度考核机制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则通过年度目标任务进行考核，实训室建设等建设项目则通过项目管理实施考核，师资引进成
效则通过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一、专业层面诊改 双引擎驱动

“保底线”向“高质量”

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聚力打造品牌优势• 制定分类标准
• 明确诊断要素
• 统筹资源保障

• 优化专业发展平台
• 诊断改进常态化
• 动态调整专业

培养力、创新力、服务力、影响力

工程“硬核”

u建立专业分类管理机制



1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园

2 功能新材料产业园

3

4

新能源车辆产业园

5

生物医药产业园

7

创意产业园6

光伏产业园

8

新能源产业园

中国常州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

1.坚定不移推进专业动态调整
调整的目的：优化布局
调整的原则：稳定性与灵活性统一
调整的形式：做好“加减乘除”
调整的依据：内外并重

一、专业层面诊改               双引擎驱动



2017.3.23  专业、课程标准编制培训会 2017.5.3  首届教学工作大会
2018.3.14 首届教学标准大会

2018.5.2  教学标准研讨会 二级教学单位研讨会

1.党委重视
2.理念宣贯
3.信息公开
4.凝练文化
5.专业研讨
……

文化熔铸

双引擎驱动一、专业层面诊改 



一、专业层面诊改 平台设计

4.平台设计

1.学校是否按智能化要求对平台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平台架构是

否具有实时、常态化支撑学校诊改工作的功能： 

（1）能够实现数据的源头、即时采集。 （即时性）

（2）能够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实时开放共享。（开放性） 

（3）能够进行数据分析，并实时展现分析结果。（可视化）



四、平台设计

u专业信息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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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专业建设规划契合，

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

可检测。 
 

1.两链打造与实施 



学院发展
总目标

专项
规划目标

二级学院
建设目标

专业
建设目标

基础

目标

内容

效果

课程
建设目标

 课程1建设方案

课程2建设方案

课程3建设方案

……

课程3建设方案

课程1建设方案

课程2建设方案

……

吴访升 用课程诊改带动教学质量提升 《中国教育报》
2017年11月28日第11版 版名：职教周刊·教改探索

二、课程层面诊改                       两链打造



“化工传热过程与控制”
课程建设方案

综合办 教学部 二级院长 专业团队

学校发展规划
专业建设
专项规划

二级学院
发展规划

应用化工技术
专业建设方案

“化工工艺组织与实施”课程：
   建成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团队

二、课程层面诊改           两链打造

重点打造7-10个品牌
专业，应用化工技术
与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建成全国一流专业。
建成省内乃至全国相
关行业具有影响力的8
个专业群。

打造应用化工、焊接技
术、工业分析、建筑工
程等7～10个品牌（重点）
专业。
化工学院重点发展以应
用化工技术专业为核心
的化工专业群和以光伏
材料制备技术专业为核
心的材料专业群 。

化工学院：
以应用化工省级品牌专业建
设为抓手，做强做精化工技
术类专业群，实现品牌效应。
做大做强材料专业群，高分
子材料扩大专业规模；培育
壮大光伏材料专业。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在全国同类院校中具有领
先优势、世界同领域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省级品牌专
业



专业建设

专业建设开门七件事：

1.人才培养模式；

2.课程建设；

3.师资队伍建设；

4.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5.科研与社会服务；

6.国内外教学交流与合作；

7.学生发展。

课程建设

1.专业建设落地都在课程

2.课程团队、校内外实践条件

统筹建设

3.课程建设的重点在于课程文

件的制（修）订、课程资源

的建设、教材的建设、教学

手段与方法的改革与研究

二、课程层面诊改       目标标准设计



《农用化工产品品质检验课程建设方案》
课程建设目标

1.完成课程标准制定
       2.完成课程资源库的建设

制作不少于300个课程资源素材，要求覆盖所有知识点。关键知识点必须制作至少

1个微课视频；关键技能点必须制作至少1个操作微视频。

课程素材及微课应统一格式，形成体系，每年的更新比例不小于10%。

完成的资源素材要充分应用于学校云课堂平台，结合平台数据进行使用情况分析。

《工业分析技术专业建设方案》

制订所有课程的课程标准

建成6门核心课程资源库

出版2门富媒体教材

建设特色教材3-4本

课程建设目标

二、课程层面诊改       目标标准设计



二、课程层面诊改       目标标准设计

分项任务 建设内容 预期成果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课程资源建设

微课资源建设 90个 50 20 20

微视频资源建设 40个 / 15 25

动画资源建设 12个 / 6 6

PPT资源建设 60个 / 20 40

图片资源建设 120个 / 50 70

文本资源建设 30个 / 15 15

教学文件制（修）订
课程标准修订 1次/年 制订 修订 修订

单元设计 20%更新/年 / 20%更新 20%更新

学习指南 1份/班 / 1份 1份

《农用化工产品品质检验课程》课程建设目标标准



基于成果导向（OBE）的反向设计

专业教学标准 课程标准 课堂教学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毕业生能力要求

毕业生能力要求指标点

指标点 课程体系

能力结构 课程结构
对映

对映

课
程
体
系
矩
阵

Ｘ
Ｘ
课
程
标
准

课程目标

毕业生能力要求指标点

学生学习达标标准

达标标准 学习内容
对映

考核设计
达标检测设计

Ｘ
Ｘ
课
程
之
课
堂
教
学
实
施

达标标准 学习内容

课堂教学目标

课堂报告与分析

学情分析

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设计
•教学活动设计
•达标检测设计

•活动活跃度
•答问对错率
•作品点赞率
•……

§课程目标 §课堂教学目标

对映

达成度分析报告 达成度分析报告

•课前
•课中
•课后

Ø 建立培养目标－课程目标－课堂目标间逻辑关系，优化课程体系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02

03

01 根据需求确定
人才培养目标

工业分析技术专业培养目标

• 在职业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所发挥的作用
• 在团队中的领导、沟通、协作作用
• 在工程行为中职业道德和伦理水准
• 终身学习能力的养成
• 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培养目标

序号 具体内容

Ａ
能够解决检验检测中的实际问题，应用理论知识在质量检测和质量保证中发挥有效

作用。

Ｂ 能够在工作中发挥有效的组织、沟通和协调作用

Ｃ 能够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很高的道德水准

Ｄ 能够使终身学习内化于心

Ｅ 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才智

17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02

03

根据培养目标
确定毕业能力要求

04

工业分析技术专业毕业能力要求

n 依据培养目标的五个方面确定毕业能
力要求

n 毕业能力要求应覆盖培养目标的五个
方面

n 毕业能力要求是学生在毕业时要达到
的能力水平

n 专业负责人牵头，行业企业（核心雇
主、校友、专家）、教师参与

序号 毕业能力要求 编号

1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专业理论知识应用于检验检测中。 A

2 能够识别、提出并解决检验检测问题。 A、C

3 能够使用现代化的检测手段，具备检验检测所必需的技能、技巧。 A

4 能够设计并进行实验，分析和解释所得数据。 A

5 能够在经济、安全、环境、健康、道德和伦理等制约下，设计科学的解决实
际问题的方法，满足实际需求。

A

6 能够在跨领域的团队中发挥有效的领导、协作和沟通作用。 B、C

7 能够形成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实事求是的品德。 C、E

8 能够有效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交流。
B、C、

E

9 能够通过多途径的学习，知晓检验检测工作在全球化、经济、环境和社会背
景下可能产生的影响。

A、E

10 能够不断自主学习，更新和丰富学识，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 D

11 能够肩负起领导的重任并承担相应的职责。
B、C、

E

12 能够了解时事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愿意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E

A. 能够解决检验检测中的实际问题，应

用理论知识在质量检测和质量保证中发

挥有效作用。(序号：1-5, 9)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03
根据毕业能力要
求确定毕业能力
要求指标点

04

05 n 指标点与毕业能力要求应有明确的对应
关系

n 指标点不能直接复制毕业能力要求，应
以更具体、明确、可衡量方式表述

n 指标点要有呼应毕业能力要求的精准度

工业分析技术专业毕业能力要求指标点（节选）        

毕业能
力要求
序号

毕业能力要求
能力要求指
标点序号

毕业能力要求指标点

1

能够将数学、
自然科学、
专业理论知
识应用于检
验检测中的
能力。

1.1 1.应用数学工具建立结果分析的方法；

1.2 2.运用科学概念解决检验检测问题；

1.3 3.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建立并评价检验检测方法

 3

能够使用现
代化的检测
手段，具备
检验检测所
必需的技能、
技巧。

3.1 1.规范操作各种分析检测仪器；

3.2 2.根据检测需求，优化仪器参数条件；

3.3 3.解决仪器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保持仪器设备正常运行

19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依据毕业能力要
求指标点构建课
程体系

04

05

06

04

n 课程体系能有效支撑毕业能力
要求指标点搭建的能力结构

n 课程体系要科学合理，正确处
理纵与横关系、课内与课外关
系、显性与隐性课程关系

n 建立起课程-指标点-毕业能力要
求间的对应关系（课程矩阵）

工业分析技术专业课程体系（节选部分）

毕业能力要

求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设置

课程1

分析检

验工作

概貌

课程2 

样品

采集

与前

处理

技术

课程3

无机化

工产品

品质检

验

课程4

有 机

化 工

产 品

品 质

检验

课程 5 农

用化工产

品品质检

验

课程 6

精 细

化 工

产 品

品 质

检验

课程 7分

析 检 验

仪 器 设

备 的 维

护 与 保

养

课程

8 化

工产

品品

质监

控

课 程 9

化学品

研发过

程中的

分析

课程10

检测实

验室的

管理

3.能够使用

现代化的检

测手段，具

备检验检测

所必需的技

能、技巧。

3.1规范操作

各种分析检测

仪器；

√ √ √ √ √ √     

3.2根据检测

需求，优化仪

器参数条件；

   √ √ √ √  √  

3.3解决仪器

使用过程中的

问题，保持仪

器设备正常运

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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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对接
专业
标准
中5
条毕
业要
求指
标点

毕业能力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6

课程1分
析检验
工作概
貌

课程2 样
品前处
理技术

课程3
无机化
工产品
品质检
验

课 程 4
有机化
工产品
品质检
验

课 程 5
农用化
工产品
品质检
验

课程6精细
化工产品
品质检验

课程7分析
检验仪器
设备的维
护与保养

课程8化工
产品品质
监控

课程9化学
品研发过
程中的分
析

课 程 1 0
检 测 实
验 室 的
管理

2.能够识别、提出并解决
检验检测问题的能力。

2.1解读具体检测方案，
识别检验检测的关键点；

√ √ √        

2.2按照已知标准，提出
并解决检验检测问题；

   √ √ √     

2.3根据实际检测需求，
设计检测方法；

       √ √  

3.能够使用现代化的检测
手段，具备检验检测所必
需的技能、技巧。

3.1规范操作各种分析检
测仪器；

√ √ √ √ √ √     

3.2根据检测需求，优化
仪器参数条件；

   √ √ √ √  √  

3.3解决仪器使用过程中
的问题，保持仪器设备正
常运行。

   √ √ √ √    

4.能够设计并进行实验，
分析和解释所得数据。

4.1参考已知标准，制定
实验方案，实施并得出结
果；

√ √ √        

4.2根据检测需求，独立
设计实验方案，完成实验，
并对所得结果进行分析和
解释；

  √ √ √ √     

…… ……            
7.能够形成诚实守信、爱
岗敬业、精益求精、实事
求是的品德。

7.1尊重实验事实，恪守
职业道德；

√ √ √ √ √ √ √ √ √ √

8.能够有效进行口头和书
面的交流。

8.1能用母语进行有效的
口头和书面交流；

√       √  √

8.2能用外语进行有效的
口头和书面交流。

   √ √ √ √  √  

…… ……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课程目标标准制定-对接专业标准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2.1 解读具体检测方案，识别检验检测的
关键点；

3.1 规范操作各种分析检测仪器；

4.1 参考已知标准，制定实验方案，实施
并得出结果；

7.1 尊重实验事实，恪守职业道德；

8.1 能用母语进行有效的口头和书面交流。

课程总目标

遵守实验室制度，保持工作场所整洁
有序。能使用电子天平和滴定分析仪
器，用酸碱滴定法直接测定酸的含量，
在2小时内独立完成测定，结果误差不
超过0.2%。

二次
开发

源自专业教学标准 本课程总目标

学习达标标准的编制：四要素法：“行动+条件+标准+结果”

课程目标标准制定-总目标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学生学习达标标准 教学内容

知识

1.能举例说明如何保证实验室安全
2.能记住常用试剂的理化性质
3.能记住基本术语
4.能应用溶液浓度计算公式
5.能解释滴定分析法的定义
6.能概述酸碱滴定法基本原理
7.能辨别有效数字

1 .实验室基本知

识

2.化学分析基本

操作

3.文档制作

技能

1.能使用电子天平准确称量物质
2.能配制一般溶液和标准溶液
3.能规范使用和校准滴定分析仪器
4.能用酸碱滴定法直接测定酸的含量
5.能制备有机物质，并分离纯化
6.能对学习资料进行归档和整理

素质

1.遵守实验室制度
2.保持实验台面整洁，物品摆放有序
3.合理安排实验时间
4.与他人进行有效合作

根据课程目标，用显性动词表述了课程的学生学习达标标准

课程总目标

遵守实验室制度，保持
工作场所整洁有序。能
使用电子天平和滴定分
析仪器，用酸碱滴定法
直接测定酸的含量，在
2小时内独立完成测定，
结果误差不超过0.2%。

细分

学习达标标准的编
制：四要素法：
“行动+条件+标准
+结果”

课程目标标准制定-课程学生达标标准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序号 模块 单元3

1
模块1体验分析检验
工作（10）

1.1 实验室的认识
2 1.2实验室安全
3 1.3实验室的整理、整顿、清扫
4 1.4考察检验检测职场
5

模块2 盐酸含量的检
验（46）

2.1样品的交接
6 2.2解读盐酸含量测定标准
7 2.3仪器准备-电子天平的称量操作
8 2.3 仪器准备——玻璃仪器使用
9 2.3 仪器准备——滴定操作

10 2.3 仪器准备——滴定分析仪器的校准
11 2.4 溶液配制
12 2.5 盐酸含量测定
13 2.6 测后工作（数据处理）
14 模块3编制职场工作

手册（课外10）
4.1归纳整理学习资料

15 4.2编制检验检测职场工作手册

课
程
模
块
和
单
元

基于职业教育课程的能力导向和学生的形象思维特征，对课程内容进行了序化，

划分了3个教学模块，15个教学单元

课程目标标准制定-教学内容细化和划分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模块 单元3
单元教学目标

（学生单元学习达标标准）
教学内容

模块1体验
分析检验工
作 （ 1 0 课
时）

1.1 实验室的
认识

1.能辨认实验室类别、功能
2.能辨别实验岗位和实验设备
3.能知道实验室管理制度

1.实验室分类、功能、要素等一般知识；
2.实验室的人员、设备和管理制度。

1.2实验室安
全

1.能交流实验室安全守则
2.能概述实验室的三废处置方法
3.能处理与防范实验室一般事故

1.实验室安全守则
2.实验室的三废处置
3.一般事故的防范与突发处理

1.3实验室的
整理、整顿、
清扫

1.能说出6S管理内涵
2.能列举实验室6S管理的实例
3.能完成工作场所的整理、整顿和清扫

1. 6S管理内涵
2. 实验室6S管理
3.实验室的整理、整顿和清扫

1.4考察检验
检测职场

1.能归纳检验检测工作特点
2.能概述所考察企业的文化
3.能撰写考察报告

1.考察检验检测中心
2.考察企业检验室

相互对应
学习达标标准的编制：四要素

法：“行动+条件+标准+结果”

课程目标标准制定-单元学习达标标准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02借鉴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

教育目标分类

认知领域目标

技能领域目标

情感领域目标
知道

领会

应用

分析

综合

评价

  

层
次
由
浅
入
深

认知领域目标分类

本杰明.布鲁姆（1913-1999）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 主要贡献：
教育目标分类学。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认知领域 表述动词举例

知道(记忆) 回忆，记忆，识别，列表，定义，陈述，呈现

   领会（理解） 说明，描述，解释，区别，重述，归纳

应用 应用，论证，操作，实践，分类，举例说明，解决

分析 分析，检查，实验，组织，对比，比较，辨别，区别

综合 组成，建立，设计，开发，计划，支持，系统化，选择

评价 评价，估计，评论，鉴定，辩明，辩护，证明，预测，预言

知识目标：
认知领域动词表述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认知领域 举例

知道（记忆） “热电阻传感器的分类是什么？”（记忆提取）

领会（理解） “你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说清楚什么是热电阻传感器吗？”（知识内化）

应用 “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下你觉得用什么类型的热电阻传感器比较好？”（情境处理）

分析 “在此环境下热电阻传感器为什么检测精度达不到要求？”（分析）

综合 “在此环境下用热电阻传感器还是压电效应传感器更合适？”（比较选择）

评价 你觉得在此环境下热电阻检测数据是否达标？”（标准评价）

知识目标：
认知领域目标层级表述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技能目标：

职业学习目标分为四个层次：

• 再现（reproduction）：通过提示性的词语复述已学过的内容（知识或技能）。

• 重组 (reorganization)：不仅是记住多少知识，而且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已有经验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和整理。

• 迁移 (transfer)：把所学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运用到相类似的情境中解决类似的问题。

• 应用 (problem solving)：创造性地利用所学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解决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

技能领域 表述动词举例

再现 认识、说出名称、重复、举例、说明、背诵、标明、查到 

重组 阐述、描述、确认、区别、归类、讲解、解释、指出 

迁移 对比、充实、利用、表明、执行 

应用 判断、得出结论、找出根据、推导、评价、拟订 

技能领域动词表述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素质目标：

情感领域 表述动词举例

接受 注意、识别、 看、觉察、听到、注视、控制、听、分担

反应 鼓掌、遵从、讨论、跟随、服从、参与、扮演、 练习、 志愿

价值化 行动、争论、说服、辩论、展示、表达、帮助、组织、 偏好

组织 抽象、平衡、比较、决定、限定、制定、选择、系统化、理论化 

个性化 避免、展示、内化、处理、要求、抗拒 、解决、设计、修改 

情感领域动词表述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目标：行动、条件、标准（三要素）

行动：目标表述中必须包含直接观测的行为动词

条件：为进一步精准表述目标，应写出行动发生的条件

标准：当个体做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其达标了

《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原理与开发》
   徐国庆 著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课程目标表述：能绘制电气控制原理图。

课程目标表述（修改后）能熟练使用AUTOCAD2007软件绘制电

气控制原理图，图纸设计差错率为0。

课堂目标表述：能在20min内使用AUTOCAD2007软件绘制完成

电动机正反转电气控制原理图，图纸设计差错率为0。

   目标层级越低，标准制定越具体！！！
      目标表述：行动+条件+标准！！！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课程目标表述：能分别用距离-波幅曲线法和底波计算法正确检测厚

度为200mm的钢锻件。

课程目标表述（修改后）：能分别用距离-波幅曲线法和底波计算法，

在45Min内检测厚度为200mm的钢锻件，缺陷的定位和定量误差

在±2mm内。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数学课教学目标：学生能解答一元二次方程。

怎么认定“能解答”——有没有时间限制、有没有数量限制、有

没有难度的限制、有没有正确率要求？

数学课教学目标：全班学生都必须在40分钟以内独立完成至少

10题一元二次方程，解答步骤和最终结果正确率至少达到80%。

目标表述：行动+条件+标准！！！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目标标准



二、课程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u 诊断内容

序号 诊断项目 诊断要素 诊断点 数据分析

1

课程建设

课程文件编制
课程标准制（修）订

• 在二级学院、全院的
占比、增量变化

• 与二级学院、全院平
均值比较

课程设计制（修）订

2 课程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数

教材使用满意度

3 教学资源建设

教学资源种类与数量

教学资源使用率

教学资源更新率

4 教学改革与研究

校级/省级及以上教改课题数

省级/核心期刊教研论文发表数

校级/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数

学校层面课程建设质量诊断指标体系



二、课程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课程建设年度诊改
诊改主体：课程团队
诊改周期：每年
依托平台：教学数据分析平台

课程建设月度监测预警
诊改主体：课程团队
诊改周期：每月
依托平台：一页纸管理平台

运行流程

事前 专业建设目标 课程建设标准

事中

按计划进行建设，
填报一页纸

课程建设月度
诊改

一页纸月度监
测预警

制定课程建设方案

事后

年底根据一页
纸进行目标达

成分析

根据建设进度
申请相应项目

建设方法及手
段的改进

建设理念等的
学习和创新



二、课程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u 监测预警



二、课程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u 监测预警



二、课程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诊断：
    微课制作任务没有完成，
主要原因是期中期末事务
性工作多。 

改进：
    1. 假期加班完成
    2. 团队合力分工

u 监测预警



课程建设年度诊改报告

课程建设诊改报告

（一）课程建设目标达成分析

（二）课程建设现状诊断

（三）课程建设改进举措

课程建设年度诊改
主体：课程团队
周期：每年
依托平台：一页纸管理平台

u 诊断改进

二、课程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二、课程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课堂实时性诊改
诊改主体：课程团队教师
诊改周期：每教学单元
依托平台：工程云课堂

期末课程教学诊改
诊改主体：课程团队
诊改周期：每学期
依托平台：教学数据分析平台

运行流程

事前 教学目标 教学标准

事中

云课堂完成教学
设计、及教学组织

云课堂数据的
分析预警

云课堂数据展
示实施情况

课后进行教学设计
及教学组织的优化

事后

期末根据云课
堂数据进行目
标达成分析

进行学情和教
情的诊断

下一轮云课堂
教学设计组织
的改进优化

教学方法等的
学习和创新



二、课程层面诊改       螺旋运行

序号 诊断项目 诊断要素 诊断点 数据分析

1

课程教学

学习达标情况
课堂教学目标达成度*

• 在二级学院、平均值比较、增量
变化

• 与二级学院、全院平均值比较

期末考试及格率

2 学生学习状态

出勤率
预习完成率

课堂活动参与率
作业及时提交率

3 教师教学状态

备课完成率
教学内容更新率*

课后辅导答疑完成率*
作业及时批改率

4 课程满意度
学生对课程满意度

期末学生评价

学校层面课程教学质量诊断指标体系
u 诊断内容



• 标题：盐酸含量测定(第17次课，项目二，任务5）
• （1）教学目标
• 学生达标标准：
Ø能解释盐酸含量测定基本原理
Ø能按照标准方法完成盐酸含量测定，测定结果误差小于0.2%。
• 三维目标：
• 能力目标:
Ø  能用拟订的分析方案测定工业盐酸试剂纯度；
Ø  能运用有效数字的修约规则和运算规则正确记录实验数据和计算分析结果。
• 知识目标:
Ø盐酸含量测定基本原理，分析化学中常用的法定计量单位；有效数字的概念。
• 素质目标:
Ø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废液的环保处理。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诊改—举例说明（单元目标）



（2）教学设计（重点、难点和解决方法）
• 教学内容：检验员使用准备好的仪器和配制好的溶液运用拟订的检测方

案准确测定工业盐酸试剂纯度。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诊改——举例说明（教学设计）

基本操
作规范

终点控
制正确

终点控
制熟练

含量测定
结果准确

难点：
终点控制正确
含量测定结果准确

难点

难点

采取的解决方法：
1.应用课程视频资源课前预习
2.提前进行关键点提醒和讨论；
3.运用云课堂互动功能，及时
反馈学生学习情况，总结问题，
再训练以达到达标要求。

重点：
基本操作规范
终点控制正确
终点控制熟练
含量测定结果准确

设计云课堂
活动来考核

设计云课堂
活动来考核



（2）教学设计（课前、课中和课后，采用的教学方法、措施和手段）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诊改—举例说明（教学设计）

1 2 3 4 5

任务引入
教师演示 总结点评

操作演练 现场实操

课前 课后



链接：
http://ilearn.czie.edu.cn/instant/course/6627/lesson/116737/teacher/class_report

课堂报告
•课程： 分析检验工作概貌

•学期： 18~19学年上学期

•主带老师： 贺琼

•课次名称： 任务2.5 盐酸含量测定

•班级： 工业分析1811,

•辅带老师： 傅春霞

•课次号： 17

•上课时间： 2018-12-17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诊改—举例说明（教学实施）

（3）课堂教学实施（云课堂报告）

以
工
分1811

实
施
情
况
为
例



①课堂教学实施的活动（课前、课中和课后）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诊改—举例说明（教学实施）



②教与学的状态和情况 （课前）  （云课堂平台截图）
http://ilearn.czie.edu.cn/instant/course/6627/lesson/116737/teacher/class_report

课前任
务完成
率平均
约75%

课前任务完成率偏低

学生完成课前活动主动性不够

主要问题

原因分析

1、提高云平台课程积分在课程总评
成绩中的比例，促进参与课前课堂活
动积极性；
2、优化活动设置。

改进措施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诊改—举例说明（教学实施）



③教与学的状态和情况（课堂）    （云课堂平台截图）
链接：http://ilearn.czie.edu.cn/instant/course/6627/lesson/116737/teacher/class_report

课堂任
务4、5
完成率
平均约
92.3%

考核重难点1：
终点控制正确

活动完成率高，但上传的终点图片
反映部分学生终点判断不正确。

学生进行过单项操作训练，但是没有
进行过实际样品分析。

主要问题

原因分析

1、做好预实验；
2、设计课后训练任务，老师
检查直至达标。

改进措施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诊改—举例说明（教学实施）



④教与学的状态和情况（课堂）    （云课堂平台截图）
链接：http://ilearn.czie.edu.cn/instant/course/6627/lesson/116737/teacher/class_report

课堂任
务8、9
完成率
平均约
85.6%

对应考核重难点2：
测定结果正确

活动完成率偏低，但上传的测定数
据反映部分学生数据处理有错误。

1、学生第一次进行完整的测定数据
计算，还不是熟练。
2、计算本身比较复杂。

主要问题

原因分析

1、集中点评与个别化指导相结合；
2、借助课程资源库建设的数据处
理相关资源，课前推送，方便学
生反复观看。

改进措施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诊改—举例说明（教学实施）



本次课学生达标情况：

Ø根据云平台数据结合学生工作过程

页上交情况，本次课学生达标率为

85%。

Ø由于课时限制和每个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的差异，

本次课有小部分学生未达标，对于本次课没有达标的

同学，在课后再进行自我训练直至达标。

课堂满意度情况：
教学任务完成情况：

完成人数 学习人数

二、课程层面诊改        课程教学诊改—举例说明（教学实施）



学期学生出勤情况；教学活动参与情况

二、课程层面诊改   期末课程教学诊改

来自云课堂课程教学报告

本班学生多维分析

课前活动完成率

课外积极性

出勤率

课后活动完成率

课堂积极性 平时成绩
本班学生学习情况基本达到学校平均水平

问题：课前活动完成率较低

问题：课后活动完成率较低

二、



学期学生出勤情况；教学活动参与情况

二、课程层面诊改 4.     期末课程教学诊改

来自云课堂课程教学报告

课程平均满意度

平均出勤率

课堂互动参与率

问题：课堂平均出勤率偏低

问题：学生平均满意度一般有波动。

问题：课堂互动参与率一般，且课次间有一定波动



学生达标情况：测验、考试情况；学生达标情况

1.口试（通过云课堂积分和互动情况评价）达标率
100%。

2.随堂考核（通过项目完成情况考核评价）达标率
88%。

3. 笔试（期末理论考核）达标率42%，达标率低。

4.操作考试（通过期末技能考核评价）达标率94%。

5.文档制作（通过项目三文档制作评价）达标率
94%。

课程成绩 = 口试×10%+随堂考核×20%+笔试×30%+操作考试×20%+文档制作×20%

二、课程层面诊改 期末课程教学诊改



04 期末课程教学诊改报告
课程目标达成诊断
1.  每次课课前、课堂互动、课后活动设置不合理，导 

     致课堂参与度、完成度不高

2.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本学期主要采用行动导向教学，   

     如何依托工程云平台，利用现有实训条件开展能力

     训练，将是下一个阶段要解决的问题

课程改进措施
1. 合理设置每个教学任务、教学活动，提高完成率；

2. 探索适应自主学习和移动学习的信息化教学，创新

     课堂育人模式；

3.  在教学完成后，结合课程项目，引导学生开展毕业

     设计或课题研究，持续改进

二、课程层面诊改 期末课程教学诊改



课程团队学习创新

加强基层教研组织的建设：集体备课、研课，课程教学质量分析研究、

加强微观教学课题研究（教学目标编制、教学活动与目标的关联……）

陆国栋 张存如：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路径、策略与思考—
—基于浙江大学的实践与探索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把教学研究做到极致，也是科研！！！

三、双引擎机制设计 双引擎驱动



四、平台设计

专业发展平台

工程云课堂教学平台

一页纸管理报表平台
专业标准管理平台



u以目标和标准的建立为起点；

u要有信息化教学平台的强力支撑；

u要有团队的深度学习与实践创新；

u要有科学健全的制度、机制全面保障。

总结：专业课程诊改的四个关键点：

             结语



对于专业、课程诊改我们要坚持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结语 



谢谢大家/敬请指正
联系方式：
手机：13584336191
微信：dcc114057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