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自我诊断改进机制修改方案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面临着不断变化

的市场需求和技术挑战。为了提高专业的教学质量、人才培养水平和

社会服务能力，建立科学有效的自我诊断改进机制至关重要。本方案

旨在对现有自我诊断改进机制进行全面修订，以更好地适应专业发展

的需要。

一、现状分析

1.目前的自我诊断主要依赖于教学检查和学生评价，方式较为单一，

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

2.诊断指标不够细化和量化，难以准确反映专业的实际情况。

3.改进措施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执行效果不佳。

4.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无法及时了解改进措施的实施效果。

二、修改原则

1.全面性：涵盖专业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教学、科研、师资队伍、

实践教学、社会服务等。

2.客观性：采用科学的诊断方法和指标体系，确保诊断结果真实可靠。

3.针对性：针对专业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4.持续性：建立长效的自我诊断改进机制，不断推动专业的持续发展。

三、具体修改内容

（一）完善诊断指标体系

1.教学质量：包括课程设置合理性、教学方法有效性、教学资源

丰富度、教学效果等方面的指标。

2.科研水平：如科研项目数量、科研成果质量、科研团队建设等

指标。



3.师资队伍：涵盖教师数量、结构、学历、职称、双师素质、教

学能力、科研能力等方面的指标。

4.实践教学：包括实践教学条件、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效果

等指标。

5.社会服务：如社会培训人次、技术服务项目数量、企业合作深

度等指标。

（二）丰富诊断方式

1.定期开展教学检查、学生评价、教师互评等常规诊断方式。

2.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对专业的教学质量、社会影响力等进行

客观评价。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了解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和对专业教

学的意见建议。

4.开展行业企业调研，了解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为专业建

设提供参考。

（三）强化改进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1.针对诊断出的问题，制定具体的改进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时间

节点。

2.加强对改进措施的监督和检查，确保措施落实到位。

3.定期对改进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及时调整和完善改进方

案。

（四）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

1.及时向教师、学生和相关部门反馈诊断结果和改进措施，提高

大家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2.建立信息平台，方便教师、学生和企业等各方随时反馈问题和

建议。



3.对反馈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和回复，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

四、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2023 年 1 月 -2 月）：修订自我诊断改进机制方案，明

确诊断指标体系和实施步骤。

第二阶段（2023 年 3 月 - 4 月）：组织开展自我诊断工作，收集

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

第三阶段（2023 年 5 月 -6 月）：根据诊断结果，制定改进措施，

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

第四阶段（2023 年 9 月 -10 月）：实施改进措施，加强监督和检

查，定期评估实施效果。

第五阶段（2023 年 11 月 -12 月）：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自

我诊断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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