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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质量报告的编制是教学诊断与改进

工作中有关办学质量监控方面的重要内容，
是教学诊改工作的年度系统总结与评价。 一

部好的质量年报， 能够突出反映教学诊改工

作的重要实践成果， 精准把脉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 为今后人才培养工作的改进提供重要

借鉴和参考。 所以，编制一部好的质量年报意

义重大、责任重大。
笔者在查阅各地各校的质量年报时，发

现 了 一 些 质 量 年 报 编 制 方 面 存 在 的 共 性 问

题 和 突 出 不 足，总 结 起 来，主 要 有 八 个 方 面

的缺失。
一是缺内容。 如有些年报该有的章目和

条目不完整，该与去年数据比较的，没有进行

科学准确的比较。 二是缺数据。 如有些年报定

性表述多， 定量分析少， 应有的数据没有提

供。 三是缺分析。 有些年报对数据缺乏细致分

析，或者分析肤浅，没有深度。 四是缺图示和

典型照片。 有些年报只是在大量堆砌数据表

格，而表现形式更为丰富的图示，如饼状图、
柱状图和折线图等直观醒目的图示， 运用较

少， 高质量的图片资料也比较少。 五是缺案

例，有些年报中短小精悍、突出重点、亮点的

案例较少。 六是缺评价。 哪些工作做得好，好

在哪里，有些年报中没有表达清楚。 七是缺亮

点与特色。 有些年报文字表述平淡无奇，缺乏

新意。 八是缺实质性问题和整改意见。 年报

中， 很多学校没有深刻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

和薄弱环节，或者对提出的问题轻描淡写，一

笔带过。
针对质量年报编制工作存在的八个方面

的缺失，笔者认为，各学校应高度重视，对症

下药，力求做到“八项注意”。
一是注意内容的完整。 质量年报有相对

规范的内容结构，一般来说，包括学校情况、
学 生 发 展、保 障 措 施、校 企 合 作、社 会 贡 献、
举办者履责、特色创新以及主要问题和改进

措施等八个章目，每个章目又包括若干个子

条目，涉及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 这些条目

和章目，不能够“缺斤短两”，而应该全面、如

实 地 总 结 归 纳， 保 持 报 告 的 系 统 性 和 完 整

性，使年报能够综合反映学校工作和成绩的

全貌特征。
二是注意数据的完整。 除了内容的完整，

年报也应注意各项数据的完整性与有效性。
年报对于数据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涉及面很

广。 例如，在“学校情况”这一章目，很多内容

涉及具体的数据， 包括招生规模、 毕业生人

数、学生结构、巩固率、培训规模、师生比、“双

师型”教师比例、兼职教师比例、专任教师本

科以上学历比例、 专任教师硕士以上学历比

例、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生均实训实习工位

数、生均图书，等等。 纵观整个年报的编写提

纲，贯穿其中的主题思路是用数据说话，用大

数据来展示学校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全过程和

主要成就。 所以，年报的编制要数据和内容并

重。 内容是干，数据是支脉，内容和数据相互

支撑与印证，共同构成年报的“枝干”。
三是用数据“说话”。 教学诊改的数据搜

集 整 理 和 填 报 工 作 顺 应 了 大 数 据 时 代 的 要

求，是体现过程评价、科学有效的评测手段，
这些数据是最能够深刻反映学校建设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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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佐证资料。 因此， 数据的填报要注意

突 出 真 实、清 楚、全 面、系 统 的 原 则，通 过 即

时、准 确 的 数 据 填 报，摸 清 家 底，查 摆 病 根，
分析问题，研判趋势发展，反映诊断成果。 数

据本身不会说话，能让数据“说话”的是科学

精准的数据分析。 如果仅仅堆砌数据， 没有

鞭辟入里的分析，那么这些数据就没有灵性，
缺乏深度。 因此， 应该对年报的数字进行细

致科学的分析。 一般而言， 每个表格后面都

应附有对于数据的分析文字， 阐述蕴藏在数

字背后的丰富内涵。
四是注意增加图示和典型照片。 除了一

般的方框表格， 应适当地增加一些丰富多彩

的图示以抓人眼球，提升文本的档次。 例如，
根据对数据的梳理， 有意识地采取一些诸如

柱形图、条形图、折线图、饼状图、圆锥图、雷

达图等图示表现形式，让各种图示更加生动、
直观地诠释文本内容。 除了图示，也可以增加

一些图片资料。 照片的构图要好， 要清晰自

然，切忌摆拍和造假，更重要的是要能够与文

本内容相吻合， 这样可以起到文字替代不了

的效果。 例如，相关领导来校视察、重大事件

记录、重要的成绩和获奖场面、鲜活的校园活

动场景等，都可以为年报增光添彩。
五是拓展案例。 案例是年报的点睛之笔，

是教育教学改革与管理的精华， 也是学校办

学成就的典型表现。 展示案例，能够使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兄弟学校、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

界更好地了解学校的办学成绩， 借鉴其中有

益的做法与思路。 所以，在编制年报时，应注

意结合学校实际， 植入若干成熟的教学和管

理案例。 例如，笔者在编制 2017 年年报的时

候，有意识地增加了教学评价、优秀毕业生、
企业文化进校园、教学诊改与教师自我诊断、
国际合作项目、教师长效培养机制的构建、校

企合作“双主体”育人、京津冀职业教育联盟

与合作、西藏中职班的管理、对薄弱县区职教

中心的结对帮扶等内容， 使文本内容变得丰

满生动、有血有肉。
六是注意将评价贯穿到年报编写的过程

之中。 年报中有些内容是需要作出客观公正

评价的。 例如，文化课合格率、专业技能课合

格率、体质测评合格率、毕业率等涉及数据方

面，需要作出定量的分析与评价。 还有一些内

容需要作出定性的评价， 如大量的要求阐述

“……情况”的，这些需要用文字去表达。 对于

定性描述的内容，除了必要的文字描述，还要

注意及时作出总结性小结与评价， 说明这项

工作完成的标准以及自我评价情况。 评价应

该既要阐述优点，也要表达清楚存在的问题、
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使评价做到全面、客

观、公平、公正。
七是注意展示亮点与特色。 虽然年报有

相对固定的格式，但不能搞成千篇一律、千校

一面；要注意基于校情，挖掘学校办学特色与

亮点，形成独具特色的校本风格，让读者“眼

前一亮”，激发继续阅读与学习的兴趣。 各学

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 都会形成一些办学

的优势和特色。 这些成果是学校办学的智慧

结晶，是优质的管理财富，是应该大书特书、
重点拓展的精华部分。 亮点与特色的呈现方

式有多种，比如案例呈现、数据的解读，以及

渗透到行文中的积极评价，等等。 特色和亮点

的呈现要有数据和事例的支撑， 不能搞成泛

泛而谈、空洞无物。
八是注意归纳总结问题和整改意见。 年

报的第八部分是 “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很

多学校往往轻视甚至忽略这部分内容。 实事

求是地说，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学校，问题肯定

都会有。 关键是学校能不能正视问题，找到差

距，提出对策，补足短板，发挥优势。 各校要认

认真真地汇总和分析存在的问题， 提出改进

的办法，明晰改进的标准和程序，实现教学诊

改所强调的“8 字形螺旋改进”目标。这体现了

教学诊改的问题导向， 也体现了教诊工作推

进的本意和初心。 （责编 王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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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诊改

质量年报不是年终各项工作的简单汇总，而应该是内容充实、思路清晰、分析透彻、导向准确

的“升级版”改进方案。质量年报因为要向社会公开，它也成为行业内外了解本校办学成就的重要

渠道和展示学校特色的亮丽“名片”。所以，编制一部好的质量年报意义重大，责任重大。

班主任工作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今天学生所犯的错误，我们当初可能也犯过，但这些错误并没有影响我

们成长成才。犯错误正是学生成长的方式之一，也许就是在不断地试错、不断地改错中，学生才逐

渐成熟。

职言职语

“普职比”不是问题，普职如何比，才是个问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普职比”的问题也必将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笔者认为，“普职比”应从各地实际出发，不宜采取

“一刀切”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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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大力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提升现代化办学水平，狠抓管理，突出特色，先后

推行了“竞争上岗、动态聘任、末位淘汰、以绩计酬”“百分制考核”等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了“学

生评教”“教师评学”“第三方评教”等独具特色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学校办学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与提升。

P24

P20

P16

教学新思维

“阴阳教案”并存对教师来说是无奈之举，给教师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学校应当建立一种科

学的评价和交流机制，对教案内容进行分析鉴别，使那些有创意、有内涵的教案能够脱颖而出，供

大家学习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