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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标准引领、四元参与、螺旋诊改：分类招生背景下教学质量增值评价探索与

实践查新项目

名    称 英文：（略）

名    称 科学技术部西南信息中心查新中心

通信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 67 号信达国际 B 栋 10 楼（邮编：401121）

负 责 人 刘彦雄 电  话 023-63500388 传  真 023-63502804

联 系 人 王  莹 电  话 023-63521543、023-63502719

查新机构

网    址 www.chaxin.org.cn 电子信箱 chaxin@vip.sina.com

一、查新目的与范围

成果查新（申报奖励）国内查新

二、查新项目的科学技术要点

　　1.解决的技术问题：分类招生考试背景下，地方职业院校中职毕业生录取比例高达 70%以上，

导致教学质量评价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评价制度陈旧，目标不够合理，“一把尺子量到底”
问题；评价主体不健全，比重分配不当，“一种结果定前途”问题；评价工具落后，结果运用不力，

“一张卷子评到底”问题。

　　2.创新点：

　　（1）评价理念创新。基于 IEO（输入-环境-输出）理念，构建了分类招生背景下“专业-课程-
教师-学生”全链条教学质量增值评价标准。随着高职学校分类招生制度改革，通过各专业人才需

求调研，结合不同背景（个体特征、学习背景、家庭背景等）分类招生学生学情，制定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重构课程体系，从学生在学习和发展上的变化，评价高职教育环境和经历产生的影响

效果，强调学生发展程度取决于作为“环境”主体的学校和学校教师与作为“输入”主体的学生之间

的交互程度，凸显“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在教育增值评价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从“输入—环境—输出”
全方位关注高职学生学习起点、过程和结果，立足教育数字化转型，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

技术引入教学质量增值评价，从评价体系、评价指标、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结果运用等“效
能”的维度探究增值评价，是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和提升专业教学质量的引擎，是促进人人、成就人

人的孵化剂。

　　（2）评价制度创新。无以规矩不成方圆，成立了由院党委书记、院长为组长，各党委班子成

员为副组长，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教学诊改领导小组，构建了常态化和规范化的人才培养

质量自主保证机制，先后出台关于教学质量增值评价管理、激励、保障性文件 41 份；制定了学生

学分制、创新创业实践、大学生素质拓展学分管理等制度。采用结果导向实施项目化考核与激励，

利用增值评价，不断提升师生成就感和获得感。

　　（3）评价手段创新。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嵌入教务系统、教学诊改平台、智慧职教云等平

台，为增值评价的开展奠定了数据和技术基础，顺利完成省厅教学诊改复核。通过采集、处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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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数据，实施“即评即改”的“过程性智评价”；综合运用残差增量、实际评价等方式，实施“即评

即励”的“增值性智评价”。每天依托数据分析平台，形成可视化“智评价”报告，并及时反馈给师生，

有利于教学反思与改进。

　　3.有益效果：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学校整体水平显著增强

　　

三、查新点与查新要求

　　对接区域产业需求，按“人才需求→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师考核标准→学生学

习结果”反向设计，构建分类招生背景下“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全链条增值评价标准，加强“学”

的过程管理，实现学习成果精准监测。 
　　聚焦学习成果达成，建立“授课教师-教辅人员-企业导师-学生”四元参与的增值评价团队，

利用信息化大数据平台智采评价数据，实现评价数据精准诊改。

　　基于评价数据分析，研制分类招生背景下“系部-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螺旋诊改评

价机制。以数据驱动精准诊断，确保有效支撑学习成果达成，形成“评价-分析-反馈-改进”有效

互动，实现质量评价精准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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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献检索范围及检索策略

1.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重庆维普） 1989—2023
2.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 1998—2023
3. 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 1980—2023
4. 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万方数据） 1982—2023
5. 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万方数据） 1978—2023
6. 中外科技报告数据库（万方数据） 1958—2023
7. 中外标准数据库（万方数据） 1990—2023
8.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国知网） 1915—2023
9. 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1979—2023
10.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1984—2023
11.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1984—2023
12.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1953—2023
13. 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1981—2023
14. 中国科技项目创新成果鉴定意见数据库（中国知网） 1978—2023
15.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2000—2023
16.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 1985—2023
17. 国家科技成果网. 1978—2023
18. 百度 https://www.baidu.com
19. 必应 https://cn.bing.com

检索词：

分类招生、教学质量增值评价、标准、四元参与、螺旋诊改

检索策略：

分类招生*教学质量增值评价*(标准+四元参与+螺旋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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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检索结果

依据查新项目委托人提供的研究内容和查新要求，在上述文献检索范围内采用检索策略查阅

该查新项目的文献情况，经反复筛选，列出相关文献简介如下：

[1]侯秀丽

分类招生背景下高职电气控制与 PLC 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J]

电脑知识与技术,2020,6(9):169-170,176

机构: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安徽芜湖 241002

摘要:电气控制与 PLC 是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等专业广泛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

理论与实践并重,综合性较强.近年来高职院校陆续开始分类招生,2019 年国务院提出高职社会扩招

百万举措,安徽很多高职院校已经在省教育厅指导下开始了第一届社会扩招,分类招生学生基础相

对薄弱、学习兴趣偏低、自我约束能力不强,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无法保证.在此背景下,对

电气控制与 PLC 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设计与整合,利用各种信息化教学手段,创新课程教学组

织形式,开展混合式教学改革,通过组建兴趣小组、进行第二课堂训练与企业实践等,真正实现"以学

生为中心",旨在培养学生 PLC 应用能力、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意识.混合式教学改革实施后,极大地

释放了教师课堂占用时间,学生学习兴趣大幅提高,课程终结考核优秀人数增加,教学质量明显提升.

[2]许洁,袁礼,谷银平

分类招生背景下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分层教学改革探索——以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为例[J]

科学咨询,2020,(32):85-86

机构: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安徽合肥 230000

摘要:本文以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会计专业为例,在分类招生的政策下,以分类分层教学理论

为依托,针对学生学情参差不齐的现状和原教学模式,探讨会计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应

分层教学方法以提升教学质量.

[3]朱贺玲

分流教育分类招生——新加坡大学招生方式及其启示[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2(2):87-94

机构:北京工业大学 文法学部高等教研究院,北京 100124

摘要:新加坡实行分流教育体系,学生自中学起便被分流学习普通或职业教育课程,但二者之间

可以弹性转换,大学亦为各类学生群体提供多条入学路径.分流的教育体系需要分类的招考机制,其

中,大学预科机构的学生主要依据"大学招生分数",即 GCE"A"水准会考成绩以及面试、能力测试等"

学院分数"申请大学;理工学院学生则依据理工学院课程成绩、中四或中五毕业时的 GCE"O"水准会

考成绩申请大学.另外,新加坡实行"自主决策"的录取方式,大学可依据学生学业成绩和非学术活动

中的表现,自主决定录取结果.

[4]葛阿萍

分类招生背景下高职分层教学分类培养实践与探索[J]

现代职业教育,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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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6

摘要: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高职院校的生源结构呈多元化趋势,学生入学前的知识结

构状况参差不齐,学习态度与学习需求各不相同.生源结构的多样性使得采用相同课程标准的教学

模式难以适应入学个体差异较大的学生.因此,如何针对不同的生源结构有效实施分层教学分类培

养,成为教学改革中的重点.以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专业为例,阐述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分层分类课堂

教学改革与实践.

[5]郑翠香

高职院校分类招生改革路径探析[J]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0(2)

机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招生就业办公室,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作为当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分类招生旨在逐步形成分类考试、

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录取模式,使其成为高职院校招生的主渠道,将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招生

相对分开,体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从分类招生实践情况来看,存在偏重知

识考查不重技能测试、考试标准不一、招生录取不规范、没有形成独立招生录取体系等问题.分类

招生暴露出的问题说明分类考试和招生制度仍需完善,但是分类招生社会认可度不高,更深层次的

原因在于职业教育受歧视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改观.因此,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加快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是分类招生改革的根本路径.

[6]谌姿

后大众化时期高等学校分类招生改革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2015,6(8):43-48

机构: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期,高中后学生求学目的的开放化、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多元化、社

会单位用人需求的多样化呼唤高等学校招生改革.我国高等学校招生制度面临高考标准、管理体制、

录取机制、改革程序、监督评价等诸多困境,亟需建立分类考试、分类招生的高招模式,推行考、招、

管三权分立的管理体制,构建高校为主、多方参与的录取机制,规划循序渐进、分层推进的改革步骤,

共建公开透明、多元评价的监督体系.

 

[7]刘芳

分类招生模式下高职类院校学生管理中综合量化评价体系的作用[J]

现代职业教育,2018,(1):72-73

机构: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东莞,523808

摘要:随着国家教育制度的完善,高职院校除了通过高考招生之外正逐步实现和推进分类招生

的招生模式.在该种招生模式的影响下,高职类院校的学生来源变得多样化,学生除了具有一定的学

习能力,为人处世以及心理素质等方面也将成为高职类院校考查的重点.为了更好地管理学生,高职

类院校构建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的量化测评体系.研究高职类院校所制定的综合量化评价体系,明

确其在学生管理当中起到的作用,并给出体系优化的建议,期望能为学校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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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原素芳

分类招生制度改革背景下高职专业建设量化评价体系研究[J]

教育教学论坛,2018,(11):238-239

机构: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315100

摘要:国务院提出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政策以来,新的招生制度改革背景下,志愿填报方

式由原来的院校平行志愿改为专业平行志愿,导致专业核心竞争力成为影响招生的首要因素,学校

应从招生质量、就业质量、师资队伍水平、人才培养过程质量、学术贡献及社会服务能力、专业

建设成果等多方面对专业建设建立量化考核体系,以确定专业建设与发展方向,从而提高专业招生

竞争力,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

[9]严晨

浅析分类招生模式下综合量化评价体系在高职类院校学生管理中的作用 ——以安徽国际商

务职业学院财会金融系为例[J]

北方文学（下旬刊）,2017,(6):194

机构: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摘要:分类招生模式下,高职类院校生源多样性,学生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和心理素质问题给学生

管理带来严峻的挑战.本文以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财会金融系构建的综合量化评价体系为例,分

析该体系的可行性和作用,浅谈如何运作维护该体系,从而辅助指导新形势下的学生管理工作,以供

商榷.

[10]郑蕾

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背景下分层教学方法探究 ——以芜湖职业技术学院食品生物技术专业为

例[J]

农产品加工（上半月）,2020,(7):107-109

机构: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3

摘要:分类招生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亮点,"知识+技能"的考核评价方式契合

时代的发展和当前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为不同类型的人员提供了多样学习途径和入学方式,

为高职院校提供了不同的生源途径,不同生源类型推进了不同教学模式的改革,依据生源和学情分

析,导入分层教学这种新型教育模式,通过在食品生物技术专业探索个性化、 多元化、 实用性分层

教学模式有效提升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11]周红,张相学

分类招生背景下专业导学课的课程体系建构——以“学前教育专业导学课”为例[J]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7,3(4):1-6

机构:1.南京晓庄学院幼儿师范学院,江苏南京,211171;2.南京晓庄学院发展规划处,江苏南

京,211171

摘要:专业导学课是学校独立开设的、以专业学习指导为目的的课程.在“分类招生,分流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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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招生制度与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中,专业导学课的设置意义在于对每个“培养专业类”中的学生进

行专业学习上的认知指导、情意指导与策略指导,为其专业选择与后续学习提供导航.有效发挥专业

导学课在“分类招生,分流培养”试验中的课程保障作用,需紧扣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与

课程评价等要素来建构其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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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查新结论

1.文献对比分析

在所检索文献范围内，涉及委托项目的相关文献有：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

的侯秀丽报道了分类招生背景下高职电气控制与 PLC 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见文献[1]）。安徽中

澳科技职业学院的许洁报道了分类招生背景下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分层教学改革探索——以安徽中

澳科技职业学院为例（见文献[2]）。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高等教研究院的朱贺玲报道了分流教育

分类招生——新加坡大学招生方式及其启示（见文献[3]）。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的葛阿萍报道了分类

招生背景下高职分层教学分类培养实践与探索（见文献[4]）。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的

郑翠香报道了高职院校分类招生改革路径探析（见文献[5]）。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谌姿

报道了后大众化时期高等学校分类招生改革研究（见文献[6]）。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的刘芳报道了分

类招生模式下高职类院校学生管理中综合量化评价体系的作用（见文献[7]）。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的原素芳报道了分类招生制度改革背景下高职专业建设量化评价体系研究（见文献[8]）。安徽国

际商务职业学院的严晨报道了浅析分类招生模式下综合量化评价体系在高职类院校学生管理中的

作用——以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财会金融系为例（见文献[9]）。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学院

的郑蕾报道了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背景下分层教学方法探究——以芜湖职业技术学院食品生物技术

专业为例（见文献[10]）。南京晓庄学院幼儿师范学院的周红报道了分类招生背景下专业导学课的

课程体系建构——以“学前教育专业导学课”为例（见文献[11]）。 

2.结论

综合分析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并与委托项目的查新点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检出文献中，见有分类招生背景下综合量化评价体系报道。但本项目所述标准引领、四元参

与、螺旋诊改：分类招生背景下教学质量增值评价探索与实践，对接区域产业需求，按“人才需

求→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师考核标准→学生学习结果”反向设计，构建分类招生背

景下“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全链条增值评价标准，加强“学”的过程管理，实现学习成果精准

监测；聚焦学习成果达成，建立“授课教师-教辅人员-企业导师-学生”四元参与的增值评价团队，

利用信息化大数据平台智采评价数据，实现评价数据精准诊改；基于评价数据分析，研制分类招

生背景下“系部-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螺旋诊改评价机制。以数据驱动精准诊断，确保

有效支撑学习成果达成，形成“评价-分析-反馈-改进”有效互动，实现质量评价精准育人；在所

检文献以及时限范围内，国内未见相同文献报道。

查新员（签字）：                  查新员职称：工程师 

审核员（签字）：                  审核员职称：高级工程师

                                        （科技查新专用章）

                                               2023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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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查新员、审核员声明

（1）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和准确的。

（2）我们按照科技查新规范进行查新、文献分析和审核，并作出上述查新结论。

（3）我们获取的报酬与本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无关，也与本报告的使用无关。

查新员（签字）：                   审核员（签字）：

                   2023 年 11 月 21 日                     2023 年 11 月 21 日

八、附件清单

无

九、备注

1.  科学技术部西南信息中心查新中心是一级科技查新咨询单位。

2.  本查新报告无“报告专用章”和骑缝章无效。

3.  本查新报告涂改、部分复印无效。

4.  本查新报告检索结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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