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岩：质量保证 成就高等职业教育具有中国特色、世界

水准的源动力 

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步入一个崭新的质量变革时代，

“优质”“一流”“特色”“高水平”建设已然成为了这个时代

高职院校质量追求的目标。随着现代质量观念和社会对技术技能

人才需求的变化，过去的质量保障体系必然被质量保证体系所取

代，质量监控与评价必然转向诊断与改进，质量管理必然提升为

质量治理，从而激发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内生动力、升华质量文化，

“质量保证”也就自然成为今后掀起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变革的时

代标志。 

1.“质量”是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永恒主题。纵观高等

职业教育发展，从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萌芽发展”，到 20世

纪 80年代至 90年代的“探索调整”和“地位确立”，再到 21

本世纪初的“规模扩张”和近十余年的“内涵发展”与“创新发

展”，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整整历经了 40年，但真正迈入快

速发展轨道，实际也就近 20余年。而“质量”始终是高职院校

赖以生存的“价值”和无法回避的“主题”，其阶段性特征呈现

出两大阶段的演变。 

注重“基础办学质量”的外延质量保证阶段（1999—2005年）。

以 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为

标志，高等职业规模扩张成为时代发展特征。截止 2005年，全



国高职院校数量规模达到 1091所，在校生平均规模达到 7666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1996年的 6%提高到 2005年的 21%，我国高

等职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办

学规模”成为衡量办学基础能力的关键指标，办学质量及其水平

以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作为判定标准，来衡量

高职院校办学质量高低。 

注重“项目建设质量”的内涵质量保证阶段（2005年至今）。

以 2006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

意见》等一系列加强高职教育内涵建设和质量的政策文件为标志，

十几年来，教育部、各省（市）主管部门以质量项目作为引领，

带动高职院校强化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等“项目型”内涵建设，

不断提升高职院校质量。以 100所国家示范校、100所国家骨干

校和若干省级示范校建设项目为龙头，百余个、乃至上千项的重

点专业、特色专业、精品课程、双师素质教学团队、教学科研项

目、教学名师、技能大师、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协同创新平台等

人才培养能力水平和办学实力指标，成为了这一时期高职院校质

量比拼和水平竞争的焦点。 

2.“质量保证”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由内涵发展步入创新发展的新时代后，2015

年教育部相继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

2018年）》和《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



年）》，“两个行动计划”中确立了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保证质

量的方向。同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

与改进制度的通知》的出台，更加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

职业教育是以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为重点、教学质量诊改运行

机制建设为核心、院校自我质量持续诊改为关键的内生质量保证

转型发展阶段。在这种导向下，优质资源、办学特色成为高职院

校的核心竞争力，人才培养质量的“符合性”与办学效益服务区

域的“贡献度”等体现“适应社会需求能力”强弱的指标及其水

平成为判断和衡量高职院校办学质量水平高低的标准。自此，我

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由依赖政府外部控制下“外生的”“一次

性的”“静态的”“评出来的质量”予以保证，逐渐转变为以自

我诊改为抓手的质量管理常态化机制，内部质量文化正在形成。 

诊断与改进：有效激发高职院校质量保证的内生动力。从外

部评估到诊断与改进，可以说打破了高职院校长期以来依赖教育

行政部门衡量质量的观念，打破了借助“质量工程”项目引导下

“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的质量提升路径的依赖。未来要围

绕创建具有世界水准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目标，建

立全面提升各高职院校质量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①进一步提升

质量理念。将质量的源动力聚焦于学校本身，回归质量初心，充

分发挥质量要素的功能作用和学校自我保证质量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②进一步优化质量机制。通过健全完善全面质量保证组织

系统，构建系统化的质量目标与标准体系，完善全过程的质量监



控系统、制度系统、资源系统、支持系统等全面优化质量保证机

制。③进一步完善质量标准。以质量生成主体身份制定适合自身

实际的标准，建立完善的目标链和标准链，以需求为导向建构保

持质量提升愿景与动力的内部质量保证标准体系。 

质量治理：全面升华高职院校的质量文化。由过去高职院校

主要依靠教育行政部门、学校行政组织、教学职能部门的力量来

进行的“内部质量管理”模式向内部质量治理转变。这种转变的

着眼点是促进各质量要素主体积极参与质量事务，人人做质量计

划和质量自检，在程序上既自上而下，也自下而上，实现全方位

的质量治理，实现“三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质

量保证的重心逐步下沉，质量保证的水平不断提升。 

建立高职院校教学工作自我诊改质量运行机制的同时，更为

重要的是创建高等职业教育内生质量文化，这既是学校主动适应

社会需求、寻求自我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是国家质量强国战

略实施的紧迫需要，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的根本保证，更是高职院校应对当前质量强国战略实施及其质量

变革的基本策略。对此，呼唤着高职院校的责任、使命与担当。

高职院校必须以教育部职业院校内部质量诊断与改进制度的落

实为契机，将质量聚焦到人（校级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专业

带头人、师生）、聚焦到物（专业、实训基地、课程、办学设施）、

聚焦到质量产生的过程、聚焦到质量催生的结果，最终融入具有



高职特色和学校特质的质量文化中，形成高职院校师生的自觉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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