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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诊改工作概述

2019 年是本人三年一周期的个人发展规划结束之年。在 2017 年

-2019年期间，本人围绕个人发展规划的目标链：学校骨干教师→教学

型副教授→省级教学骨干，以及对应的标准链：学校骨干教师评定和

考核标准、学校副教授职称晋升相关标准、省级骨干评定和考核相关

标准，从“师德师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素质提升、社会服务”5

个层面进行诊改工作，通过不断地学习、反思和改进，2017-2019 年

周期性诊改达成率为：94%，具体目标达成情况如下：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目标量化指标
总达成
情况

1.1政治学习 每年参加政治学习不少于 3次，三年不少于 9次； √

1.2立德树人 积极参加师德师风建设活动，并达到相关要求； √1 师德师风

1.3创先争优 共各类荣誉称号不少于 4 次 √

2.1授课课程 年均授课门数不少于 2 门 √

2.2授课时数 年平均课时量 340 以上 √

2.3 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获 A等至少 2 次 √

2.4 竞赛活动 每年比赛不少于 3 项 √

2.5 教学研究 三年申报各级教改项目不少于 2 项； √

2 教育教学

2.6 教研活动 每年参加教研活动不少于 3 项 √

3.1 科研项目 每年各级课题立项不少于 1 项,三年不少于 3 项； √

3 科学研究

3.2 学术论文 三年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6篇； √



3.3 学术成果
三年形成著作、教材、专利、科研获奖等成果不少

于 4 项；
√

4.1 培训进修 每年的继续教育达到省厅要求。 √

4.2学历职称 2018年晋级副教授职称 √

4.3 实践锻炼 有 1次企业实践锻炼的经历 √

4 素质提升

4.4 专业提升 晋升省级骨干教师

5.1社会培训 每年参加社会服务、社会培训等活动至少 1次 √

5 社会服务

5.2技术服务 每年进行提供的各类技术支持至少 1次 √

三年周期性诊改总目标
能成为具有高尚职业道德、具有先进教学理念、具

有较高教学能力、具有较好科研水平的教学型副教

授。

√

三年周期性诊改目标达成率
94%

二、三年阶段诊改目标达成情况分析

1.三年各维度阶段目标达成度情况

规划条目 质控点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师德师风

1.1 政治学习

1.2 立德树人

1.3 创先争优

100% 100% 100%

2.教育教学

2.1 授课课程

2.2 授课时数

2.3 教学质量

2.4 竞赛活动

2.5 教学研究

2.6 教研活动

100% 100% 100%

3.科学研究

3.1 科研项目

3.2 学术论文

3.3 学术成果

100% 66% 100%

4.素质提升

4.1 培训进修

4.2 学历职称

4.3 实践锻炼

4.4 专业提升

100% 100% 83%

5.社会培训
5.1 社会培训

5.2 技术服务
83% 100% 100%



年度总达成率 94% 94% 94%

2.三年阶段性诊改未达成质控点分析

年度 未达成质控点 未达成说明 主要未达成原因 改进措施

2017 5.2 技术服务
参加安全知识进校园

目标未达成。

1. 教学任务繁重，年

周课时 15 节，没有多

余的时间参加安全知

识进校园的宣讲。

2. 自身安全知识不够

丰富，缺乏系统学习，

故不敢主动报名参加

活动。

1. 合理分配时间，

与教务处、培训部

沟通协商，争取能

利用课余时间参与

活动；

2. 加强安全知识

理论的学习，增强

信心。

2018 3.2 学术论文 论文未参加评奖。

1.因参加教学能力比

赛无暇准备参评论文；

2.对科研未引起足够

重视；

3.科研能力有待提升。

1.及时总结提炼教

改教研成果;

2.关注各种论文评

奖信息，及时跟进;

3.提前做好准备，

多向优秀同行请教，

提升科研水平。

2019 4.4 专业提升
晋升省级骨干教师目

标未达成。

受年龄限制，未能申报

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1. 提升自我，加强

理论学习；

2. 加强科研、教研，

增强实力；

3. 以芙蓉教学名

师评价标准为指引，

积极申报芙蓉教学

名师。

三、周期性诊改主要问题

规划条目 主要问题

1.师德师风方面
1.积极参加各项政治学习，但主动性、自主性还不够；

2.对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还不够深入，理论水平有待提高。

2.教育教学方面

1.教育教学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绩，但将比赛成果转化到教学实践

中做得还不够好；

2.受到教学环境的影响，一些想法无法实现；

3.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比赛、中华古诗词经典诵读比赛等在省赛中未

能取得好成绩。



3.科学研究方面

1.教材开发处于空白；

2.专著成果较少；

3.高水平论文发表较少，核心刊物发表数为 0；

4.目前有三个省级课题在研，但重点课题、国家级课题尚处于空白。

4.素质提升方面

1.企业挂职锻炼较少，需深入企业了解行业最新动态；

2.学历学位提升目标不明确，有读博士的想法但没有付诸行动；

3.受年龄限制，省级青年骨干教师未能晋升。

5.社会服务方面 目前，技术支持、教育帮扶都局限在职业教育领域，服务范围不够广泛。

四、周期性诊断改进措施

规划条目 改进措施

1.师德师风方面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2.制定政治学习计划，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2.教育教学方面

1.加快比赛成果的转化，让更多的学生受益；

2.完善在线课程平台的建设，服务教学；

3.加强创新创业、经典诵读方面的培训，提高指导水平；同时在教学中

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朗诵能力，提升综合素养。

3.科学研究方面

1.加快教材的开发，组织教学团队编写符合高职学情的特色教材；

2.关注科研前言动态，并运用到研究中；

3.进行科研理论的系统学习，加快专著的撰写；

4.多向优秀同行请教，打磨科研论文，提高论文质量。

4.素质提升方面

1.联系学校合作企业，深入企业挂职锻炼，了解行情；

2.申请国内访问学者，提升业务水平；

3.对标芙蓉教学名师，多方面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提升素质。

5.社会服务方面
通过教育行政部门或公益组织，扩大教育帮助或技术支持的范围，为更

多人服务。

五、三年周期性诊改成效



规划条目 诊改成效 佐证材料

1.媒体报道
因爱岗敬业被湖南教育新

闻网、红网等多家媒体报道

先进工作者（省级 1次、校

级 2次）

优秀教师

优秀指导团队（省级）

技能竞赛优秀教师

2.所获荣誉

优秀指导老师

（证书在学校，待补齐）

1.师德师

风方面

3.师生评价 三年来同行评价平均分在 94分以上，学生评价平均分在 95分以上



校级 3项（主持）

1.教改项目

省级 2项（主持）

国家级一等奖 1项

省级二等奖 1项

一等奖 2项

二等奖 1项

教学

比赛

获奖
校

级
三等奖 4项

（证书在学校，待补齐）

国家级优秀奖 2项

一等奖 1项

三等奖 1项
省

级
优秀奖 2项

一等奖 2项

二等奖 1项

2.教育教

学方面

2.教学成果

指导

学生

获奖 校

级

三等奖 2项

（证书在学校，待补齐）



校级 1项（主持）

1.科研立项

省级 2项（主持）

2.成果发表 专著 1部 （证书在学校，待补齐）

3.科学研

究方面

3.科研获奖 优秀论文二等奖 3项 （证书在学校，待补齐）

1.职称晋升 副教授（2018年）

德国研学进修 14天（2019年）

精品在线课程主持人国培 7天（2019年）

湖南省高职语文骨干教师培训 12天（2017年）

湖南省信息技术教学能力培训 12天（2018年）

2018-2019年参加湖南省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共 4次，合计 10天

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培训 3天（2018年）

2.进修培训
国内

“全国职业院校专业带头人、教研组长和骨干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 4 天（2019 年）

4.素质提

升方面

3.挂职锻炼 湖南格维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跟岗锻炼 2个月（2019年 7月 1日-8月 31日）



1.讲座 省内外共开展教学讲座 21场

湖南省中职语文骨干教师培训讲师（2019年）

湖南省武陵源片区中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帮扶培训专家（2018年）2.培训

安全知识进校园宣讲（2018年）

校赛 担任省内 30余所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评委

市赛 2019年长沙市中职教学能力比赛网评、现场赛评委3.评委

省赛 2019年省赛网评、决赛评委；挑战赛网评、决赛评委

5.社会服

务方面

4.技术支持 2019年湖南省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团队指导专家



六、下一阶段努力的方向

下一阶段的目标链：国内访问学者—教学科研型教授—芙蓉教学

名师。

为实现这一目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继续提升教学能力，加强信息化教育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能力，

以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和应用为抓手，借助学校平台推进任

教课程的信息化建设。

（2）加强科研创新，以科研促教改，努力提升科研能力，从而提

升个人综合素质与能力。积极参与省级重点项目和国家级项目的申报

和建设工作。

（3）申报国内访问学者，通过向优秀的导师学习提升业务能力。

（4）继续推进所教课程的课程思政项目建设，不断优化和完善，

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课程思政模式，服务广大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