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０６

基金项目：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专题研究项目（２０２２－Ｗ１３）

作者简介：李志义，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宫文飞、黎青青，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流程构建：一个框架性示例

李志义　宫文飞　黎青青

【摘　要】质量保障流程是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三大核心之一。基于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标准构建框架，针对目标保

障、资源保障、过程保障和管理保障４个方面、１６个质量保障要素、５２个质量保障标准项及质量要求，提出达到质量要求

的主要途径（做什么、谁来做）。框架性示例阐述了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流程构建的依据、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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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有三大核心：质量保

障标准、质量保障结构和质量保障流程。质量保

障标准是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的基础，规定了影响

质量的主要方面和关键因素，对关键因素包括的

质量保障标准项提出质量要求。质量保障流程是

使质量管理工作得以持续、闭合、循环运转的关

键，是针对质量保障标准提出的质量影响要素，使

其达到质量要求形成的输入转化为输出的过程

链，明确链上每个环节做什么、谁来做，将质量保

障体系要素联系起来，形成有明确任务、职责、权

限，互相协调、互相促进的质量保障有机整体。

本文为《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标准构建：策略、

框架与要求》的姊妹篇。［１］前文针对目标保障、资

源保障、过程保障和管理保障４个方面，设立了

１６个质量保障要素和５２个质量保障标准项，针

对每个质量标准项提出质量要求，形成高校内部

质量保障标准构建框架。基于该框架，针对每个

质量标准项，提出达到质量要求的主要途径（做什

么、谁来做）。应该特别指出，由于质量保障要素、

质量保障标准项及其质量要求，尤其是质量要求

的达到途径，强烈依赖高校自身质量保障现状、行

政模式和管理水平，不可能构建一个通用的内部

质量保障流程。本文给出的质量保障流程只是一

个框架性示例，重在构建的依据、思路与方法而不

是具体内容。高校可参照示例，根据自身特点，对

质量保障要素、标准项及其质量要求达到途径进

行增减和替换，构建适应自身质量保障需要的内

部质量保障流程。

一、目标保障流程

目标保障包括质量目标和质量标准两个要素

和４个质量保障标准项，为保障其达到质量要求，

制定相应工作流程。

（一）质量目标

１．人才培养总目标

① 校长负责制定（修订）。② 校教学指导委

员会（或相当机构）审议通过。

２．专业培养目标

① 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负责制定（修订）。

② 专业负责人负责起草专业培养目标，并论证其

合理性。③ 专业负责人将起草的专业培养目标

及其合理性论证依据与结论提交学院（系）学术委

员会（或相当机构）进行审议。④ 学院（系）学术

委员会（或相当机构）审议通过后，提交分管教学

工作的副校长审定。

（二）质量标准

１．专业培养质量标准

① 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负责制定（修订）。

② 专业负责人负责起草专业培养质量标准，并论

证其合理性。③ 专业负责人将起草的专业培养

质量标准及其合理性论证依据与结论提交学院

（系）学术委员会（或相当机构）进行审议。④ 学

院（系）学术委员会（或相当机构）审议通过后，提

交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审定。

２．教学环节质量标准

① 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负责制定（修订）。

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负责起草教学环节质量标

准，论证其合理性。③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将教学

环节质量标准提交教学指导委员会（或相当机构）

进行审议。④ 教学指导委员会（或相当机构）审

议通过后，提交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审定。

二、资源保障流程

资源保障包括：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基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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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教学设施建设、教学经费管理等４个要素和

１５个质量保障标准项，为保障其达到质量要求，

制定相应工作流程。

（一）师资队伍建设

１．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① 分管师资工作的校领导负责制定（修订）。

② 学校师资管理职能部门负责起草学校师资队

伍建设规划。③ 学校教代会（或类似机构）审议

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④ 学校党委常委会审

批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⑤ 学院（系）院长（主

任）根据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负责制定和落实

本学院（系）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并报学校师资管

理职能部门备案。⑥ 学校师资管理职能部门具

体实施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制定和执行教师

管理及有关措施。⑦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会同师

资管理职能部门以及各二级学院（系），依据质量

要求对师资队伍规划情况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

报分管师资工作的校领导，并反馈给执行责任人

以及有关部门和二级学院（系）。

２．师资队伍数量与结构

① 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负责监测学校整

体师资队伍数量与结构。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

负责监测学校及二级学院（系）师资队伍数量与结

构是否满足教学需要，将监测结果报分管教学工

作的校领导，并反馈给二级学院（系）。③ 学院

（系）院长（主任）根据学院（系）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及教学管理部门的反馈，及时补充和调整学院

（系）师资队伍数量与结构，以满足教学需要。

３．师德师风建设

① 分管师德师风的校领导负责制定（修订）

学校师德师风建设标准与建设方案。② 师德师

风管理职能部门起草学校师德师风建设标准和建

设方案。③ 师德师风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

院（系）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对师德师风实施考核。

④ 师德师风管理职能部门将考核结果报分管师

德师风校领导，反馈给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４．教师教学水平

① 分管教学的校领导负责制定（修订）教师

教学水平评价标准与考核机制。② 教学管理职

能部门负责起草教师教学水平评价标准与考核机

制。③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负责根据评价标准对

教师教学水平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报分管教学

工作校领导，反馈给二级学院（系）。④ 二级学院

（系）将教学水平考核结果反馈给教师本人进行改

进。

５．教师教学投入

① 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负责制定鼓励教

师教学投入的相关政策、制度。② 教学管理职能

部门、师资管理部门起草教师教学投入的相关政

策、制度。③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师资管理部门

组织二级学院（系）对教师教学投入进行考核。④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将考核结果报分管教学工作的

校领导，并反馈给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６．教师发展与服务

① 分管教师发展的校领导负责制定教师发

展与服务的相关制度、政策。② 教师发展职能部

门起草教师发展与服务的相关制度、政策。③ 教

师教学发展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开展教师

发展与服务。④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对教师发展

与服务情况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报分管教师发

展的校领导，并反馈相关部门和二级学院（系），进

行改进。

７．教师分类管理

① 分管师资的校领导负责制定教师分类管

理和评价制度。② 师资管理职能部门起草教师

分类管理和评价制度。③ 师资管理职能部门会

同教学管理部门，制定绩效工资改革办法，鼓励教

师投入教学。④ 师资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

院（系）实施教师分类管理和绩效工资改革。⑤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对教师分类管理实施效果进行

评价，将评价结果反馈分管教学工作校领导，反馈

师资管理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二）教学基本建设

１．专业建设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制定专业建设规划，报

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审批后予以公布。② 教

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开展专业建设

工作。③ 质量管理部门对专业建设情况进行评

价，将评价结果报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并反馈

给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２．课程建设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制定课程建设规划，报

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审批后予以公布。② 教

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开展课程建设

工作。③ 质量管理部门制定课程评价标准，对课

程建设情况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报分管教学工

作的校领导，并反馈给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３．教材建设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制定教材建设规划及

教材管理制度，报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审批后

予以公布。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

（系）开展教材建设工作。③ 质量管理部门制定

教材建设评价标准，对教材建设情况进行评价，将

评价结果报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并反馈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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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三）教学设施建设

１．实践教学设施

① 实践教学设施（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管

理职能部门制定建设规划及政策措施，报分管教

学工作的校领导审批后予以公布。② 实践教学

设施（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管理职能部门组织

二级学院（系）开展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③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检查实践教学设施是

否满足教学要求，将检查结果报分管教学的校领

导并反馈给相关部门，督促其改进。

２．课堂教学设施

① 课堂教学设施（教室、计算机房、语音室）

管理职能部门制定相关建设规划，报分管教学工

作的校领导审批后予以公布。② 课堂教学设施

（教室、计算机房、语音室）管理职能部门组织开展

教室、计算机房、语音室等课堂教学设施建设，保

障课堂教学设施满足教学要求。③ 教学管理职

能部门组织检查课堂教学设施是否满足教学要

求，将检查结果报分管教学的校领导并反馈给相

关部门，督促其改进。

３．辅助教学设施

① 辅助教学设施（图书馆、体育馆、校园网）

管理职能部门制定相关建设规划，报分管教学工

作的校领导审批后予以公布。② 辅助教学设施

（图书馆、体育馆、校园网）管理职能部门组织开展

辅助教学设施建设，保障课堂教学设施满足教学

要求。③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检查辅助教学

设施是否满足教学要求，将检查结果报分管教学

的校领导并反馈给相关部门，督促其改进。

（四）教学经费管理

１．教学资源建设经费

① 财务管理职能部门制定教学资源建设经

费预算，报分管财务工作的校领导审批后予以实

施。② 教学资源建设相关职能部门、二级学院

（系）按经费预算进行教学资源建设。③ 财务管

理职能部门年终公布本年度教学资源建设经费使

用情况。④ 教学资源建设相关职能部门、二级学

院（系）进行经费使用情况及效益分析，报财务管

理职能部门和教学管理职能部门。⑤ 教学管理

职能部门依据质量要求，检查教学资源建设经费

是否满足教学需求，将评价结果报分管教学的校

领导，并反馈给有关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系）。

⑥ 财务管理职能部门、教学管理职能部门根据评

价结果调整下一年度的教学资源建设经费预算。

２．教学日常运行经费

① 财务管理职能部门制定教学日常运行经

费预算，报分管财务工作的校领导审批后予以实

施。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系）按经费

预算实施。③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依据质量要求，

检查教学日常运行经费是否满足教学需要，将检

查结果报分管教学的校领导，并反馈给有关职能

部门和二级学院（系）。④ 财务管理职能部门、教

学管理职能部门根据检查结果调整下一年度的教

学日常运行经费预算。

三、过程保障流程

过程保障包括：培养方案、教学环节、全方位

育人、教学改革等４个要素和１８个质量保障标准

项，为保障其达到质量要求，制定相应工作流程。

（一）培养方案

１．制定与修订

① 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负责制定（修订）

本科培养方案。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起草制定

（修订）本科专业培养计划的原则意见，报分管教

学的校领导批准后予以公布。③ 教学管理职能

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按原则意见的要求，制订

（修订）专业培养方案，经学院（系）学术委员会（或

相当机构）通过后报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审核。④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审核各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将

审核后的培养方案正式发布并予执行。

２．执行与管理

① 学校分管教学的校领导负责制定培养方

案管理规定。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起草培养方

案制管理规定，报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批准后予以

公布。③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

执行相关专业培养方案。如在执行中有充分理由

必须进行修改调整，需经学院（系）学术委员会（或

相当机构）通过后报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审批，通过

后方可按修改后培养方案执行。④ 教学管理职

能部门对二级学院（系）培养方案执行情况进行考

核，将评价结果报分管教学的校领导并反馈给二

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二）教学环节

１．课堂教学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负责制定课堂教学管

理规定，经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批准后予以公布实

施。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开

展课堂教学活动。③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组织校

院两级质量督查机构依据课堂教学质量标准，对

课堂教学进行质量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分管教

学工作的校领导。④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将检查

结果反馈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２．实验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负责制定实验教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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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经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批准后予以公布实

施。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开

展实验教学活动。③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组织校

院两级质量督查机构依据实验教学质量标准，对

实验教学进行质量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分管教

学工作的校领导。④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将检查

结果反馈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３．毕业设计（论文）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负责制定毕业设计（论

文）管理制度，报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批准后予以公

布实施。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

（系）开展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③ 质量管

理职能部门组织校院两级质量督查机构依据毕业

设计（论文）质量要求，对毕业设计（论文）进行质

量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分管教学工作校领导。

④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将检查结果反馈二级学院

（系），进行改进。

４．实习实训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负责制定实习实训基

地建设规划及实习实训管理制度，经分管教学工

作的校领导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② 教学管理

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开展实习实训教学。

③ 二级学院（系）联合科研院所、行业部门、企业

等共建实习实训基地。④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组

织校院两级质量督查机构依据实习实训质量要

求，对实习实训进行质量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分

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⑤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将检

查结果反馈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三）全方位育人

１．思政教育

① 分管思政教育的校领导负责制定思政教

育实施方案。② 思政教育管理职能部门根据实

施方案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③ 分管教

学工作的校领导负责制定“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建设方案。④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根据“思政

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方案，组织二级学院（系）

开展“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⑤ 质量管

理职能部门对思政教育情况进行评价，将评价结

果报分管思政教育的校领导，并反馈给学生管理

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２．第二课堂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负责将第二课堂纳入

人才培养体系。② 学生管理职能部门负责制定

第二课堂体系建设规划，经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

导审批后予以公布。③ 学生管理职能部门组织

二级学院（系）实施第二课堂育人体系。④ 质量

管理职能部门对第二课堂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并

对效果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报分管学生工作的

校领导，并反馈给学生管理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

（系），进行改进。

３．学风建设

① 分管学风建设的校领导负责制定学风建

设规划。② 学生管理职能部门会同教学管理职

能部门起草学风建设规划，报分管学风建设的校

领导审批后予以公布实施。③ 学生管理职能部

门组织二级学院（系）开展学风建设。④ 质量管

理职能部门对学风建设情况进行检查，并对效果

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报分管学风建设的校领导，

并反馈给学生管理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系），进

行改进。

４．体美劳教育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制定加强体美劳教育

实施方案，报分管教学工作校领导审批后予以公

布。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及

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体美劳教育活动，提高学生身

体素质、审美素质和劳动素质。③ 质量管理职能

部门对体美劳教育进行质量检查，判定是否达到

教学效果，将检查结果报分管教学工作校领导，同

时反馈给二级学院（系）及相关部门，进行改进。

５．个性发展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制定个性发展的管理

制度，报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审批后予以公布。

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开展学

分制、弹性学习、转专业、辅修、双学位等个性化培

养。③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对学生个性发展情况

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报分管教学工作校领导，同

时反馈给二级学院（系）及相关部门，进行改进。

６．指导与服务

① 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负责制定学

生指导服务体系。② 学生管理职能部门、教学管

理职能部门、招生就业职能部门等组织二级学院

（系）开展学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就业指导

和大学生心理咨询等指导与服务。③ 质量管理

职能部门对学生指导与服务情况进行评价，并将

评价结果报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同时反馈给

二级学院（系）及相关部门，进行改进。

７．招生与就业

① 招生与就业职能部门制定招生、就业工作

规划及实施方案，经分管招生就业的校领导批准

后予以公布实施。② 招生与就业职能部门组织

各二级学院（系）开展招收宣传和学生就业指导工

作。③ 招生与就业职能部门组织收集社会和用

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并将结果反馈二级学院

（系），二级学院（系）根据反馈信息予以改进。④

—４—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对招生与就业情况进行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报分管招生就业的校领导，同时反

馈给二级学院（系）及相关部门，进行改进。

（四）教学改革

１．规划与措施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制定教学改革规划与

实施方案，报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批准后予以

公布。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

根据教学改革规划与实施方案开展教学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

２．培养模式改革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制定学校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实施方案，报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批准

后予以公布。② 二级学院（系）根据本院（系）人

才培养定位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形成人才培

养特色。③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对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效果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分管教学工

作的校领导，同时反馈给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３．教学模式改革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制定教学模式改革实

施方案，报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批准后予以公

布。② 二级学院（系）根据学校教学模式改革实

施方案，组织教师积极推进教学模式改革。③ 质

量管理职能部门对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效果进行检

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同时

反馈给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４．强化创新创业教育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创新创业教育职能部

门（或院系）起草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实施方案，报

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批准后予以公布。② 创

新创业教育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开展创新

创业教育，促进科研与教学结合，将创新创业教育

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③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对

创新创业教育效果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分

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同时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

和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５．强化实践育人

①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起草实践教学体系建

设方案，报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批准后予以公

布。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根

据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方案，组织开展实践教学。

③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对二级学院（系）实践教育

效果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分管教学工作的

校领导，同时反馈给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四、管理保障流程

管理保障包括：管理机构与队伍、质量监控、

质量分析、质量改进、质量文化等５个要素和１５

个质量保障标准项，为保障其达到质量要求，制定

相应工作流程。

（一）管理机构与队伍

１．管理机构

① 学校设立质量管理组织机构，明确组织机

构的管理权限、质量职责以及相互关系。② 分管

质量管理的校领导负责制定质量管理工作规划与

实施方案。③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起草质量管理

工作规划与实施方案，经分管质量管理的校领导

批准后予以公布。④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组织相

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系）开展质量管理相关工

作。

２．管理队伍

①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起草质量管理队伍建

设规划，经分管质量管理的校领导批准后予以公

布。②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联合其他相关职能部

门及二级学院（系），组建质量监控队伍，对日常教

学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

（二）质量监控

１．日常质量监控

①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起草教学质量监控实

施办法，经分管质量管理的校领导批准后予以公

布实施。②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组织质量管理相

关人员，对日常教学环节（如教学督导、学生评教、

教师评学、实践环节过程检查等）实施质量监控。

③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将质量监控结果报分管质

量管理工作的校领导，同时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

及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２．内部质量评估

①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起草内部质量评估方

案，经分管质量管理的校领导批准后予以公布实

施。②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组织开展对专业、课

程、实验等的定期内部质量评估。③ 质量管理职

能部门将评估结果报分管质量管理工作的校领

导，同时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系）进

行改进。

３．管理评审

①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起草管理评审办法，经

学校主要领导（校长）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②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组织开展质量管理评审，对学

校质量保障体系的完整性、适宜性、有效性进行评

价。③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将评价结果报学校主

要领导（校长），并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

院（系）进行改进。

４．外部质量评估

① 分管质量管理的校领导组织开展学校的

外部质量评估（课程、专业和学校层面等）。②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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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二级学院（系）开展专业认证

与评估等专业外部质量评估。③ 质量管理职能

部门对外部质量评估情况进行检查，将检查结果

报分管质量管理工作的校领导，并反馈给相关职

能部门及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三）质量分析

１．质量信息跟踪调查

①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起草质量信息跟踪调

查实施办法，经分管质量管理的校领导批准后予

以公布实施。②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组织相关职

能部门、二级学院（系）开展质量信息跟踪调查。

③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对质量信息跟踪调查情况

进行检查，将检查结果报分管质量管理工作的校

领导，并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系），进

行改进。

２．质量信息统计分析

①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根据质量信息调查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②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将统计

分析结果报分管质量管理工作的校领导，并反馈

至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系），进行改进。

３．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①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建立本科教学基本状

态数据库。② 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相关职能

部门及二级学院（系）填报教学基本状态数据。③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对填报数据进行审核与管理。

４．人才培养质量报告

①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在质量监控和质量分

析的基础上，组织撰写本科教学年度质量报告。

②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将本科教学年度质量报告

报分管质量管理工作的校领导审核后在适当范围

内发布。③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将本科教学年度

质量报告报相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四）质量改进

１．纠正措施

①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根据质量监控和质量

分析，查找质量问题。②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将质

量问题及原因报分管质量管理的校领导，并反馈

至相关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系）。③ 相关职能部

门及二级学院（系）根据反馈情况，查找导致质量

问题和形成薄弱环节的根源，确定整改措施，并实

施整改。④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系）

持续跟踪问题整改进度及整改效果，直至问题得

到纠正。

２．预防措施

①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系）针对

学校和学院（系）层面潜在的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和

薄弱环节制定预防措施。②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

将预防措施报分管质量管理的校领导审核后予以

实施。③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及二级学院（系）落实预防措施。④ 质量管理职

能部门持续跟踪预防措施执行及其效果，直至消

除将会导致质量问题和形成薄弱环节的根源。

３．持续改进

①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及

二级学院（系）持续改进教学质量。② 质量管理

职能部门对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系）持续改

进效果进行检查，将检查结果报分管质量管理的

校领导，并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系），

不断增强质量保障能力。

（五）质量文化

１．培育与建设

①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制定质量文化培育与

建设方案，报分管质量管理的校领导审核后予以

公布。②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根据质量文化培育

与建设方案组织二级学院（系）开展质量文化建

设。

２．成效与作用

① 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对学校质量文化培育

与建设成效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报学校分管质

量管理的校领导，并反馈至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

学院（系）。② 相关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系）根据

反馈结果进行改进，持续推进质量文化建设。

五、结束语

质量保障流程是使质量保障工作持续、闭合、

循环运转的关键，是针对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关

键因素，使其达到质量要求而形成的输入转化为

输出的过程链。它反映了影响质量的主要方面和

控制方法，将质量控制点作为过程质量控制的重

点，具体包括质量保障总流程、目标保证分流程、

资源保证分流程、过程保证分流程等。本文的质

量保障流程框架性示例，旨在阐释其构建依据、思

路与方法。高校可参照该示例，根据自身特点，构

建适应自身质量保障需要的内部质量保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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