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校本数据系统建设 
进一步提升学校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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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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系统支撑。职业院校要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建立校本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管理
系统，及时掌握和分析人才培养工作状况，
依法依规发布社会关注的人才培养核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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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晓系统基础 

二、了解系统特点 

三、明白系统架构 

四、重视数据应用 

五、抓住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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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晓系统基础 

2013年5月，数据系统开始研制 

2014年，在试评的3个省市30所学校安装运行 
 

 

 

 

 

 

 
 

诊改所需的数据系统正在紧张研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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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原始 
 ② 即时 
 ③ 公开 
 ④ 共享 
 ⑤ 关联 
 

    不能把平台作为电子报表 

二、了解系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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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始性 

性质：第一手数据 

操作：由下而上， 

          “源头”生成 

要求：自行输入 

重点：真实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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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即时性 
 

   采集即时产生的过程性数据              

                         
       

   例：    2.2 参与教学、联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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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自行输入        及时输入 

原则：      谁输入谁负责     

学校：制订制度        重组流程 

教师授课情况 

②即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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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解决孤岛式流程 

1、学生提出复学申请 

2、专业系审核同意 

3、专业系将学生编入班级 

4、专业系报教务处备案 

②即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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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公开。各地须指定网站，及时公布教学

工作诊改相关政策文件、复核专家组成员名单、

学校自我诊改报告、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
据，以及复核结论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被
复核的学校也应在学校网站公布相关信息。  

③ 公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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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个共享的、标准化的数据中心 

 ④  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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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应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 

信息系统中职子系统的通知 

         截至目前，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以下
简称新中职学生系统）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职子
系统（以下简称新中职资助系统）已全面上线。 

 ④  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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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共享性 

教育部“金教工程”内的职业教育两大信息系统： 

    中职学生管理系统、中职学校管理系统 
 

 

中职学校管理系统建设动态： 

目前已通过专家评审和项目审核。 

该系统预计在2017年6月正式推出。 

该系统是以伴随式业务应用为逻辑进行过程数据采

集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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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教育督导部门，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教育督导部门： 

  《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暂行办法》已经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
彻执行。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3月14日 

 ④  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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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以数据中心为核心，对现有的各个业务系统进行全面的
整合，使各系统的数据能互通互联、共享共用，从而达到消除
“信息孤岛”，达到数据“一次采集、处处使用”的效果；同
时消除数据重复采集的现象，减轻学校上报各种报表的负担，
实现多平台共享；也逐步解决数据不一致、统计不准确的问题。 

 

技术：省市、学校要考虑数据系统标准接口的预留设置。 

 

数据：标准化体系下的数据可分为两个非交的集合： 

   一是源数据（必须进行采集的基本数据）； 

   二是计算数据（通过计算公式和计算规则得出的数据）。 

 

采集：学校工作重点是做好源数据的准确、规范和标准。 

 ④  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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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   头 

1.校领导 

2.校办秘书 

3.图书馆员              

4.财务人员 

5.专任教师  

6.兼职教师 

7.教学管理人员 

8.学生管理人员 

9.招生就业人员 
 

      从技术上保证在第一时间、第一工作现场能直接
采集教职员工实时工作数据。 

    规范——系统中的文字、数据都要符合规定。  

 ④  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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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管理基础代码 

2.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管理基础信息 

3.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行政管理信息 

4.教育管理信息  普通中小学校管理信息 

5.教育管理信息  中职学校管理信息 

6.教育管理信息  高等学校管理信息 

7.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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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关联，是指平台中所设置的字段（数据
项）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影响。 

 

掌握关联，可以检验数据的唯一性。 
 

用于数据清洗、数据分析、数据挖掘 
 

类型—— 

    按表述形态：文字关联、数字关联。 

    按位置形态：指标内关联、指标间关联。 

⑤ 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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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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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学校、地(市)、省（自治区、直辖
市）、国家四级架构的中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
工作状态数据管理系统（简称数据系统），为
学校教学工作自主诊改提供数据服务，为利益
相关方参与诊改提供数据参考，为教育行政部
门抽样复核与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为中等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质量报告提供数据基础。 

三、明白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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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级层面 

省级层面 

校级层面 
        数据分析报告 

      质量年度报告 

      专题数据分析 

四、重视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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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视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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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把手亲抓 
       国内外信息化的实践表明：信息化
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把手工程，只有充分
发挥主要领导的规划力、决策力和落实
力，才能使信息化从边缘走向推进改革
的核心。 

 

         ——《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现状调研

与战略研究报告》，高等教育出版社 

五、抓住关键要素 



                                                24 

教育部关于印发刘延东副总理在第二次全国 

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教技[2015]6号 

        各地要进一步理顺教育信息化管理体制，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建立“一把手”
责任制，健全管理部门、业务部门、技术部
门的分工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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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技术手段 

                         从数据采集的角度   

采数据于无形 

伴随式采集 

                         从技术应用的角度  

无感知认证 

ECC (错误检查和纠正)校验 

 

基于“互联网+” 

五、抓住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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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着力推进常态化 

五、抓住关键要素 

转变
管理理

念 

保证系

统投入 
培养应

用习惯 

学校数据系统建设和数据管理应用 

成为常态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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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由技术支撑 
 

技术 

     为理念服务 



 2016年5月21日  于扬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