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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管理 多维分析”的状态数据采集与应用

——以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讲授人：张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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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数据的重要性

管理规范化

管理科学化

深化教育改革

管理信息化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强化办学特色

人才培养工作
状态数据平台

提高管理水平的现实需要

实现学校发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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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平台
建设与管理

科学性
信息是管理的基础，决策的
依据。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问
题、说明问题、寻找对策，
有助于提高院校管理的有效
性和决策的科学性

系统性
1. CELTS-33《高等学校管理信息标准》
2. 《高等教育学校（机构）统计报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业标准》

复杂性
11个模块87个子表，每
年采集的数据超50万条

规范性
数据的规范性主要包括数
据代码、名称、数据格式
、数据取值范围、基本办
学条件指标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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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

分层管理

集中采集 统一校验

•组织机构

•权限设置

•责任落实

•自动采集

•手动采集

•数据的正确性

•数据的关联性

•数据的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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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数据采集

分层管理

01.组织机构

• 成立领导小组

• 下设办公室

• 成员构成

02.权限设置

• 教师

• 部门

• 办公室

03.责任落实

• 签署承诺书

建立数据采集的良好
机制，是确保数据采
集工作顺利进行的基
础。

由各业务部门签署承
诺书，对所填报数据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负责。

建立教师、部门和办
公室三级审核机制，
形成教师自审、部门
复审、办公室终审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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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数据采集

统一思想、统一时间、统一安排，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自动采集

专业、课程、教师和
学生

•手动采集

制度、质量工程、
信息化建设

集中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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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数据采集

• 确保数据来源的唯
一性

• 减少数据录入的随
意性， 确保数据
采集的正确性

• 采集的数据项内容
要真实准确，内容
详细；数据从源头
实时采集，避免数
据产生偏差；

• 数据内容的准确率
和完好率要高

• 表内部各数据项之
间不得出现逻辑性
的错误，确保关联
数据的逻辑合理性

• 整体数据与局部数
据的协调性、同一
类数据在不同项目
中的关联性，确保
不出现前后矛盾的
现象。

统一校验

正确性 完整性 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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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数据管理

分口管理原则分级管理原则 保密性原则

数据管理原则

数据管理是利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对数据进行有效的收集
、存储、处理和应用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充分有效地发挥数据的作
用。实现数据有效管理的关键是数据组织。



LOGO

第二部分 数据管理

权限

管理者拥有数据的
录入、修改、删除
和浏览权限

权限

提供者拥有数据的
浏览和分发权限

权限

使用者拥有数据的
浏览和使用权限

提供者 使用者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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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教育教学改革的应用

学校
专业 课程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以状态数据做为基础数据
，构建评审量化指标，对项目进行评审。

 整体情况：学生、师资、资
产、生均等

 发展水平：往年数据增量、
同类学校的增量

 标志性成果：学校获得国家
级和省级成果

 办学规模：学生、师资、实
训条件等

 办学质量：就业率、满意度
等

 标志性成果：专业获得国家
级和省级成果

 课程建设：课程资源、网
络资源、信息化建设

 课程创新：教师、教材和
教法改革

 标志性成果：课程获得国
家级和省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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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诊断与改进应用

课程诊断与改进 学生诊断与改进 教师诊断与改进

学校诊断与改进 专业诊断与改进

学校=专业1+专业2+……+专业n

专业=课程1+课程2+………+课程n

课程=教师+学生+硬件条件

• 诊断与改进的基本单元

• 表7.2 课程设置

• 表10.  学生信息

• 表9.2 就业率

• 表9.6 获奖情况

• 表6.1 校内专任教师

• 表6.2 校内兼课人员

• 表6.3 校外兼职教师

• 表6.4 校外兼课教师

• 表7.1 专业设置

• 表7.4 顶岗实习

• 表7.5 产学合作

• 表7.6 招生就业情况

• 表4 实践教学条件

• 表1 基本信息

• 表3 基本办学条件

• 表4 实践教学条件

• 表5 办学经费

• 表9 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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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诊断与改进应用

利用状态数据平台构建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维度

和诊断项目、诊断要素、诊断指标的三级指标体系，每个指标设置不
同的权重，实现教育教学质量的诊断与改进。

教育教学质量保
证体系诊断与改

进指标库

课程

教师

学校专业

学生

教职工人数、公共课程开
设占比、用人单位满意度、
实验实习场所占地面积

生师比、专任教师占比、
公开出版著作数量、教学
工作量（学时）等

在校生人数、双师教师占
比、专业的实践基地数量
共同开发教校企材数等

C类课程开设占比、在线开
放课程、校企合作开发课
程比例

技能大赛获奖数（项）、
辍学人数、社团数量、职
业资格证书获取率等



LOGO

五、双高专业群建设应用

双高专业群8个子项目，以专业群提取数据，专业群
不能提取的以学校提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子项目设定
为学校层面，以成果和基础数据为主体，其他以分项成
果和基础数据为主体，基础数据以状态数据为依据，采
用比较法和标杆法以双高校平均值和最高值设定指标基
数。

1.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2.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3.教材与教法改革

4.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5.实践教学基地

6.技术技能平台

7.社会服务

8.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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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生师比

专业群校内专任教师数X=
表6.1.2.1计算专业群对应专业代码

不同教工号人数

专业群校内兼课教师数Y=
表6.2.2.1计算专业群对应专业代码

不同教工号人数

专业群学生人数Z=
专业群所有专业表“7.1.1专业在校

生数（人） -总人数”累加

专业群生师比
Z/(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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