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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诊改”为动力

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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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诊改”与新工业时代的关系

• 三、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 四、有关信息



一、“诊改”对信息化建设的要求

• （一）诊改8大核心理念

•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教育质量唯一坐标体系。

• 2.教育质量是指对需求的满足程度。

• 3.教育质量是在计划、实施、诊改的过程中形成的。

• 过程：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
动。

• 过程组成要素：输入、输出、程序（为进行某项活动或过
程所规定的途径）、资源、环境、监控等。

质量提升行动.ppt


一、“诊改”对信息化建设的要求

• 4.质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 5.质量归根到底要靠自身保证。

• 6.质量提升必须依靠共创共治共享

• 7.诊改必须坚持促发展与保底线相结合的
原则。

加强质量制度建设.ppt


一、“诊改”对信息化建设的要求

8.诊改必须以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网络化、云计算）为
支撑。

• （1）诊断和改进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在今天，主要依
靠大数据。

• （2）如果没有现代信息技术支撑，诊改不可能实现“三
全”，做到“常态”。

• （3）在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时代，如果不依靠现代
信息技术，诊改将永远滞后于实际需求。

• 诊改的支撑是平台，瓶颈是平台，成败在平台。

关于信息网络技术.pptx


一、“诊改”对信息化建设的要求

• （二）“诊改”对信息化建设的要求

• 1.人人是主人（提供、使用、得益、建设、维护者）。

• 2.全过程覆盖。

• 3.全方位涵盖。

• 4.全时空交流。

• 5.实时定位展示。

• 6.具有智能功能。



一、“诊改”对信息化建设的要求

• （三） “诊改”对数据的要求

• 1.源头采集； 2.即时采集；

• 3.多个方位； 4.多个维度；

• 5.整个流程； 6.透明安全。

• 源头：直接采集数据；信息数字化。



二、“诊改”与新工业时代的关系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

• 信息采集（RFID等）

• 储存技术（SSD等）

• 新技术（网络信息技术）

• 信息传输（互联网）

• 数据分析（云计算）

• RFID——射频识别芯片；SSD——固态存储器。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4.ppt


二、“诊改”与新工业时代的关系

• （二）新工业时代正扑面而来

• 1.内涵：先进技术+新的价值链组织。

• 2.目的：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质量、更高的效
益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和客户的个性化需要。

• 3.技术：智能预测支持系统（IPdM），实现大数
据即时采集、储存、传递——即时大数据挖掘、
分析（诊断）——即时智能预测、决策（改进）。



二、“诊改”与新工业时代的关系

• （三）“诊改”与新工业时代的关系

• 1.“诊改”的核心理念符合新工业时代基
本特征——通过新技术革命，以更快的速
度、更好的质量、更高的效益适应短周期
迭代的、日益个性化的社会人类发展需求。

• 2.“诊改”核心理念的实现需要网络信息
技术（智能预测支持系统）支撑。



三、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 （一）职业院校信息化建设目标——智能化校园

• 1.智能化校园建设

• 实体校园（人员、组织、载体、资源、活动等组成
的物理系统PC）

• +代码

网络物理校园（CPC——Cyber-Physical  Campus ）

• +互联网

• 校园物联网（CIOT——Campus’  Internet  of  
Things）



三、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 （二）智能化校园运作

• 校园物联网（CIOT）——数据和信息的采集、交流、
互动、创新、储存

• 大数据和数据挖掘（DM）——状态诊断、偏差预测

• 校园服务互联网（CIOS）——状态显示、改进优化



三、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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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 实现：

数据获取 数据交互 数据分析

模型建立预测未知决策改进



三、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 （一）现状分析

• 1.网络物理校园（CPC）

• 人员、组织、载体：基本形成。

• 资源（物化+非物化）：物化资源基本形成。

• 活动（行为）：差距明显。



三、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 2.校园物联网（CIOT）

• 数据采集：初步实现。

• 互联互动：差距明显。采集者抱怨：数据光采不
用，信息有去无回。

• 3.大数据和数据挖掘（DM）：

• 数据净化：数据清洗，基本实现。源头作假，屡
禁不绝。



三、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 3.大数据和数据挖掘（DM）：

• 关键（特征）数据提取：存在差距，特别是如何
运用科学方法提取关键数据、过程性数据。

• 诊断：存在差距。一是因为主要凭经验确定关键
数据，二是因为采集未成常态，三是因为逻辑起
点不明，“标准引领”欠缺。

• 预测：差距明显。一是历史数据积淀不丰厚；二
是预测手段不多；三是预测方法研发不够。



三、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 4.校园服务互联网（CIOS）

• 状态展示：已有单维展示，缺少全方位展

• 示；已有阶段性展示，缺少常态化展示。

• 改进优化：已有局部、偶发性改进优化，

• 总体未走上制度化、常态化轨道。



三、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 （二）信息化建设共性问题

• 1.缺少顶层设计，孤岛林立；

• 2.重硬件轻软件，买来主义；

• 3.重应对轻服务，缺乏动力；

• 4.重结果轻过程，难成常态（惯于机械思维）。



三、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 （三）对策建议——以“诊改”促信息化建设

• 1.原则：以“诊”促融，以融促用，以用促建，以建促
变。

• 2.对策：（1）明确目标：智能化校园。

• （2）建立“元数据中心”，扫除壁垒、消灭孤岛，实
现技术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

• 元数据：对应“基本词”，即无法再拆分的数据。



三、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 2.对策：

• （3）以服务师生员工为宗旨，坚持“应用驱
动”，使每个人成为信息化建设的参与者、先
进信息技术的使用者、信息化建设的得益者。

• （4）将网络信息技术融入教学与管理，使诊
改成为常态，促管理模式的转变、工作方式的
转变、教学形态的转变、办学形态的转变。



三、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会影响人类生活，颠覆传统的

• 社会模式、商业模式、生产模式，而且会影响到经

• 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甚至可能改变人与社

• 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 ——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



四、有关信息

• （一）全国专委会制定《智能化校园建设
导则》。

• （二）全国专委会制定《高职诊改复核指
引》。

• （三）组织开展智能化校园建设试点。



谢谢耐心聆听！

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