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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简介了质量功能展开 （ＱＦＤ）方法及其发展，综述了 ＱＦＤ在专业培养方案、专业
课程体系、课程教学、政府与机构教育体系等方面改进与设计上的应用，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

足，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展望了ＱＦＤ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潜在应用。论文工作为 ＱＦＤ
方法及其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提供了一个全面概览，为专业人才培养和课程教学的改进与设计

提供了质量屋构建要素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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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质量功能展开 （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ＱＦＤ）起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的日本，是一种客
户驱动的产品开发方法，通过多层次的演绎分析，

将顾客或市场对产品的要求转换为产品的设计要求、

零部件特性、工艺要求和生产要求，用来指导产品

的健壮设计和质量保证［１］。ＱＦＤ的成功应用可减少
产品开发的６０％设计成本、４０％设计时间［２－３］，已

广泛用于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和质量改进。

高等教育是知识型社会不可或缺的机构，其

主要作用是产生、增强、保存和传播知识［４］，为

社会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高等教育提供的产品

是知识，主要顾客是社会 （如政府、企事业单位

等）和学生。从宏观层次设计来说，高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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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是满足内外客户的需求和需要；从微观层次

设计来说，就是具体的教 －学序列［５］。因此，可

应用ＱＦＤ来评价、改进高等教育质量，设计学生
为中心的高教模式。

目前，ＱＦＤ在高等教育领域已有较多应用实
践和研究。Ｃｈａｎ和 Ｗｕ从历史、功能领域、应用
行业、方法发展、频繁引用文献等方面回顾了

ＱＦＤ的研究进展。但他们的研究非专门针对高等
教育，仅列出了教育和研究领域应用，最近文献

为２００１年，且缺乏中文文献研究评述。孙军华和
陈龙从课程体系设计、教育系统质量评估与改进、

课程教学质量评估与改进、其他等方面综述了

ＱＦＤ在高等教育质量改进中的应用现状［７］。他们

回顾的最近文献为２００７年。因此，本文希望填补
这个间隙，综述 ＱＦＤ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国内外研
究进展，并充分反映国内的研究进展。

二、ＱＦＤ方法在高教领域的应用发展

Ｈａｕｓｅｒ和 Ｃｌａｕｓｉｎｇ提出了面向制造的 ４阶段
ＱＦＤ方法，由产品规划、零件配置、工艺规划和
生产规划等构成 ＱＦＤ的瀑布式分解过程，以质量
屋作为核心工具［８］。

（一）ＱＦＤ方法的定量计算过程
根据有关研究，ＱＦＤ的定量计算过程为［９－１３］：

１．确定客户需求及其相对重要性
客户需求 （ＷＨＡＴｓ）及其相对重要性来自客

户调查，重要性评价的常用语言－数值刻度见表１
第一列。假定客户需求为ｄ１，…，ｄｍ，相对重要性
为Ｗ ＝（ｗ１，…，ｗｍ）。

表１　评价用语

重要性 市场表现 相关性

９ 非常重要 非常好 极强

７ 重要 好 强

５ 一般 一般 一般

３ 不重要 不好 弱

１ 非常不重要 非常不好 极弱

０
! !

不相关

－１
! !

极弱负

－３
! !

弱负

－５
! !

一般负

－７
! !

强负

－９
! !

极强负

２．市场竞争分析与客户需求最终重要性
让客户评价公司和其竞争者的同型产品在

ＷＨＡＴｓ上的相对表现，常采用 １－９级梯度评分
（见表１第二列）。假定公司 Ｃ１有 ｐ－１个竞争者，
则市场竞争评价矩阵为Ｘ＝（ｘｊｉ）ｍ×ｐ。选择竞争基
准，结合公司发展战略，设定公司在每个客户需

求上的规划目标Ｇｊ，并计算上升率Ｉｊ＝Ｇｊ／ｘｊ１。
根据市场竞争评价矩阵 Ｘ，基于卖点 （ｓａｌｅｓ

ｐｏｉｎｔ）概念度量 ＷＨＡＴｓ的重要性［１４－１５］，即确定

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评价Ａ＝（α１，α２，…，αｍ）。
常用的卖点赋值为：１—没有卖点，１２５—中等卖
点，１５—强卖点。

公司ｐ的市场竞争力指数［１６］为：

Ｍｐ ＝∑
ｍ

ｊ＝１
ｗｊ×ｘｊｐ／ｍ∑

ｍ

ｊ＝１
ｗｊ

客户需求的最终重要性［１７－１９］的计算公式为：

Ｆ＝（ｆ１，ｆ２，…，ｆｍ）
ｆｊ＝ｗｊ×αｊ×Ｉｊ，ｊ＝１，…，ｍ

３．技术特性与客户需求间的关系矩阵
由技术专家或产品开发团队识别与客户需求

相关的技术特性 （ＨＯＷｓ），也可从现有产品标准
来生成。假定选择的技术特性为 Ｈ＝ （Ｈ１，Ｈ２，
…，Ｈｎ）。

ＷＨＡＴｓ－ＨＯＷｓ间的关系矩阵 Ｒ＝ （ｒｊｉ）ｍ×ｎ由
技术专家完成，相关性评价见表１第三列。
４．技术特性的相对重要性评价
技术特性重要度评价 Ｔ＝ （ｔ１，ｔ２，…，

ｔｎ）为：

ｔｉ＝∑
ｍ

ｊ＝１
ｆｊ×ｒｊｉ，ｉ＝１，…，ｎ

考虑ＨＯＷｓ间的相关性，得到修正评价ｔｉ

ｔｉ ＝∑
ｎ

ｊ＝１
ｔｉｚｊｉ

这里ｚｊｉ表示技术特性ｊ和ｉ间的相关性。
５．技术竞争分析
由技术专家评价公司产品与主要竞争者类似

产品在每个ＨＯＷ上的表现，得到技术竞争分析矩
阵Ｙ＝（ｙｋｉ）ｐ×ｎ，进而确定公司的技术竞争优势评
价Ｑ＝ （ｑ１，ｑ２，…，ｑｎ）。据此，设定公司在每
个ＨＯＷ上的目标。如取同类高校平均水平的评估
值和本校的评估值两者中的较大值［２０］。

公司ｐ的技术竞争力指数［２１］为：

Ｔｐ ＝∑
ｎ

ｉ＝１
ｔｉ×ｙｐｉ／ｎ∑

ｎ

ｉ＝１
ｔｉ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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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技术特性的最终重要性评价
技术特性的最终重要性较高，表示该技术特

性与所有 ＷＨＡＴｓ的关联较高和具有更大的重要
性，成为ＱＦＤ下一阶段的 ＷＨＡＴｓ。技术特性的最
终重要性Ｕ＝（ｕ１，ｕ２，…，ｕｎ）为：

ｕｉ＝ｔｉ×ｑｉ，ｉ＝１，…，ｎ
（二）ＱＦＤ方法的发展
ＱＦＤ方法在使用中，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领域

做适当裁剪和适用调整。在高等教育领域，文献

中有单阶段、两阶段和三阶段 ＱＦＤ模型。比较典
型的３阶段 ＱＦＤ模型有：服务规划、要素规划和
运作规划［２２］；质量设计、培养方案设计、质量控

制［２３－２４］；教学质量设计、教学模块配置、教学质

量控制［２５］。

ＱＦＤ方法依赖客户和技术专家的判断，如客
户需求及其重要度、ＨＯＷｓ间的相关性、ＷＨＡＴｓ
ＨＯＷｓ间的相关性等，经典 ＱＦＤ方法采用清晰值
来描述，这可能并不合适，因为人的判断本质上

是模糊的。为此，人们开发了基于模糊逻辑的

ＱＦＤ方法。
在客户需求上。张志文等通过发明问题解决

理论得到的学生创新能力细分［２６］。Ｌｅｅ、Ｌｏ、
Ｚｏｈｒａｂｉ和Ｍａｎｔｅｇｈｉ通过 ＳＷＯＴ分析和平衡计分卡
识别客户需求，后者采用模糊扫描技术计算战略

优先级［２７－２８］。Ｗｕ和Ｌｉｎ采用粗糙集理论从客户声
音中确定 ＷＨＡＴｓ，采用熵值法计算 ＷＨＡＴｓ权
重［２９］；Ｋａｍｖｙｓｉ等设计了集成模糊 ＡＨＰ和基于数
据包络分析的线性规划方法，计算学生需求的相

对重要性［３０］。

在技术特性上。Ｃｈａｎ和 Ｗｕ分别采用理想点
法、经营竞争力评价分析计算技术特性的重要

性［３１］。Ｗｕ和Ｌｉｎ采用灰色关联分析计算技术特性
的优先级［３２］。

在技术特性目标设定上。ＩｂｏｖａｎｄｅＰｏｅｌ构建
了考虑预算限制的客户满意度最大化线性规划模

型，获取最优的技术特性目标达成程度，隐式实

现了技术特性选择［３３］。曾富洪和李泽蓉构建了以

客户需求规划目标负向偏差的加权和最小为目标

的目标规划模型，获取课程模块的最优学分调整

规划［３４］。

三、专业培养方案改进与设计

应用ＱＦＤ改进或设计专业培养方案，提高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和客户满意度。具体过程为：建

立客户需求与培养要素间的质量屋，进行市场竞

争分析，确定专业在外在表现 （客户需求）上的

规划目标、改进率；计算培养要素重要程度，识

别教育质量改进关键点；进行技术竞争分析，设

定在培养要素上的改进目标。文献中的客户需求

主要是基于 ＫＳＡＯｓ素质模型，即知识、技能、能
力和其他特质，表２为汇总结果。客户需求的调查
对象有学生、教职员、家长、未来雇主 （如企业

和政府等）。培养要素 （元素）也称教育设计要求

或服务要素，表３列出了文献中考虑的培养要素，
为叙述方便，给出了一级要素代替符号。与 ＱＦＤ
结合使用的方法主要有：ＫＪ法、ＡＨＰ、专家打
分等。

表２　文献中的客户需求汇总

一级需求 二级需求

知识 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知识，基础理论知识，专业性理论知识，前沿及跨学科知识

技能
非专业领域技能，专业必备技能，专业工具的开发与有效使用，一定的特殊技能，外语、计算机等工具类

技能

能力
学习能力，实践动手操作能力，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研究与创新能力，职业资格规划，组织协调管理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人际沟通与社交能力，社会与行业适应能力，审美鉴赏能力

素质
身心健康、自信与独立判断、进取心、忍耐力与毅力、责任感、诚信、思想道德素养、开放应变态度、系统

性与分析性思维、专业意识、敬业精神、创新创业精神、创造性、成为引导者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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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文献中的培养要素汇总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培养计划

（Ｐ）

理论与实践课程体系、创新实践体系、素质能力体系 （课外素质拓展）；通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

程模块、专业方向辅助课程模块；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理论课的比重；必修课、选修课、先修科目、

总学分、工业实践、其他课程；公共基础课的科学性、学科基础课的合理性、学科专业课的前瞻性；培养方

案与教学计划的适应性、实用性、合理性；课程设置的灵活性、适应性、针对性、适当超前性；课程选择自

由度

实验培养计划：课程安排相关性、实践动手结合度、上机安排合理性、实验教学体系

培养资源

（Ｒ）

师资队伍 （文凭、师德、水平）、教学条件 （设施与设备）、教学资源 （含精品课程和网络信息化教学等信

息资源）、校内专业实验与实践基地、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创新实践与科研平台、第二课堂教育、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 （出版物、工业项目、科学研究）、教育经费、心理辅导平台

实验条件：硬件设备、软件系统、师资建设、平台建设、环境

培养评估

（Ａ）

考核机制与标准多样化、课堂与第二三课堂学习评估、毕业设计评估、课程考试、学生成果；授课水平、教

学质量水平、顾客满意度；教学质量管理评估体系、常规教学检查评估、专业评估检查、本科教学评估

检查。

实验教学评估：教师评价、教学评估、顾客满意度、实践效果、实验报告、实验成果、到课率、提问情况

培养管理

（Ｍ）

管理项：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课程考核、第二课堂、自主科研、课外活动、毕业设

计；行政人员

实验教学管理：实验计划管理、实验课程管理、设备管理

培养措施

（Ｉ）

教学安排、课堂教学、班级规模、讲座培训、案例研究、课程设计／实践、学习实践、毕业设计、学位论文、
辅导、心理教育；科技创新、科研实践、模拟大赛；学生活动、课外活动 （第二三课堂）、社团活动、社会

实践

实验计划：实验安排、实验前教育、实验讲授、现场操作、整理实验

质控措施

（Ｃ）

控制方式：实施者、质量目标、评价内容、实绩、评价与控制方法、评价者、评价时间

实验质控：实施过程、实施者、评估标准、评估手段、评估者、评估时间

（一）面向具体专业的研究

１．单阶段 ＱＦＤ模型。Ｋｋｓａｌ和 Ｅｇ̌ｉｔｍａｎ考虑
了利益相关者在一般性和专业性的知识技能与方

法、职业人格与能力方面的需求，识别 ＰＲＩＭ方面
要素的重要性，建议从教学与辅导、课程体系设

计方面改进中东技术大学工业工程专业的教学质

量［３５］。Ｃｈｅｎｇ等通过调查获取了航空公司和航空
维护公司对飞机修理与维护技师培养的需求，考

虑了课程体系、设施和教学领域的要素，应用

ＱＦＤ来改进航空系的课程体系设计和教学质量［３６］。

Ｃｈｏｕ应用 ＱＦＤ从护理专业学生视角评价台湾的大
学护理教育服务质量，识别了最重要的质量需求、

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服务元素，以及质量需求与

重要服务元素间的关系［３７］。有学者关注 ＰＲＡ方面
的培养要素，给出了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上的改

进建议。周文慧和张俊分析了华南理工大学工业

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３８］。舒波等从资源和能

力匹配视角分析了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与

旅游企业要求的不匹配［３９］。刘英等研究重庆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人才培养规划，

进行了面向ＰＲＡ要素的实施措施展开［４０］。

２．两阶段ＱＦＤ模型。邓超等研究工业工程专
业的实验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对客户需求依次进

行了实验ＰＡ要素、实验 ＭＲＡ要素展开［４１］。杨立

军等构建陕西科技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的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给出了实验 ＰＡ要素的
保证措施［４２］。

３．三阶段ＱＦＤ模型。将客户需求依次转换为
培养措施、ＰＲＡＭ方面的培养要素、质控措施，研
究专业培养方案改进和质量控制。施海燕和颜继

２８



　
钟金宏，等：质量功能展开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进展

忠对药学类人才培养，给出了 ＰＲＭ要素的质控方
式［４３］。安轶龙对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设

计了面向ＰＲＡ要素管控的５级打分矩阵［４４］。杨春

辉等应用ＱＦＤ设计装备管理专业任职人员培训培
养方案，给出了ＰＲＭ要素的质控方式［４５］。

（二）非具体专业的研究

考虑了类似的客户需求和技术特性，但未针

对具体专业。丁善婷和钟毓宁应用 ＱＦＤ将客户需
求依次转换为 ＰＩＡ要素、ＭＲＡ要素，确定质控改
进点［４６］。王炬香等将本科生在精神面貌、综合能

力和学习创新等方面的综合素质需求转换为培养

措施要素，给出了关键控制点的质控措施［４７］。张

振山和关晶将社会对本科应用型人才的能力需求

转换为 ＰＭＩ方面要素，从客户需求和技术特性两
方面分析了培养方案与社会需求的吻合度［４８］。

非专业素养培养。冯良清等将大学生社会适

应能力细分为自主、组织、学习、抗压和创新等

方面能力，并依次展开为培养措施要素、ＲＭ要
素，给出了 ＲＭ要素的质控措施［４９］。张俊杰和杨

利将企业对独立学院毕业生的要求，转换为学校

层面的影响就业能力因素，分析不足，给出了提

升对策［５０］。

（三）面向研究生的研究

研究生培养质量改进。Ｐｉｔｍａｎ和 Ｍｏｔｗａｎｉ等应
用ＱＦＤ评估 ＧｒａｎｄＶａｌｌｅｙ州立大学的 ＭＢＡ项目，
使用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 （ＡＡＣＳＢ）的认证要求，
作为ＭＢＡ项目设计的关键考虑［５１－５２］。陈洪根等将

社会对研究生的能力素质需求依次转换为培养措

施要素、ＲＭ 要素，给出了 ＲＭ 要素的质控
措施［５３］。

四、专业课程体系改进与设计

应用ＱＦＤ改进或设计专业课程体系，使之反
映客户声音。主要采用单阶段 ＱＦＤ模型，即建立
客户需求与课程体系间的质量屋，评估、改进现

有课程体系，或者设计新课程体系。在客户需求

上仍然遵循 ＫＳＡＯｓ素质模型，但聚焦在专业性的
知识、技能、能力与素质。课程体系因专业而异，

难以给出统一描述框架。

１．课程模块设置，就是质量屋的 ＨＯＷｓ为培
养计划中的课程模块 （课程群）。曾富洪和李泽蓉

应用ＱＦＤ、ＫＪ法、ＡＨＰ和目标规划技术，设计工
业设计专业的课程体系，获取专业总学分限制下

课程模块学分的最优调整规划［５４］。周兰花等将

ＱＦＤ理论应用于冶金工程专业课程体系设计，进
行市场和技术竞争分析，设置课程模块学分［５５］。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等应用ＱＦＤ、标杆分析、客户窗口象限等
技术，设计供应链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５６］。Ｓｅｏｗ
和Ｍｏｏｄｙ专注于识别改进Ｐｏｒｔｓｍｏｕｔｈ大学商学院课
程体系的客户声音，使用因果图和 ＶＯＣ表制定职
业课程的基本结构和体系［５７］。安轶龙和马树强基

于ＱＦＤ研究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专业的课程群设
置［５８］。不同于前述研究，晋艳将利益攸关方对工

程造价专业的职业岗位需求依次转换为专业培养

能力目标、课程模块、ＲＭＡ要素，设计本科人才
培养方案［５９］。

２．具体课程设置，就是质量屋的 ＨＯＷｓ为一
系列具体课程。Ｅｒｍｅｒ分别构建了面向学生、员
工、企业需求的 ＱＦＤ矩阵，分析并修订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Ｍａｄｉｓｏ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专业课程体系［６０］。

Ａｙ爧ｅ和Ｄｅｎｉｚ调研了当地轮胎公司和教员对毕业生
的能力素质需求，利用 ＱＦＤ评估了轮胎技术系的
当前课程体系，并设计了获准使用的新课程体

系［６１］。宋丽丽和窦春轶应用 ＱＦＤ研究辽宁大学信
管专业的经管类课程设置，使用数学规划模型获

取最优的课程改进率和客户需求权重［６２］。曾建国

和刘镇江基于 ＱＦＤ探索了面向全体和部分学生的
高校公益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６３］。

此外，Ｃｒｉ爧ａｎ和Ｅｎａｃｈ认为课程和课程体系作
为教育市场的产品，要有价值，要能满足内外客

户和利益攸关者的需求［６４］。据此他们集成 ＱＦＤ等
众多技术，提出了面向客户的两阶段课程与课程

体系设计模型。田仙枝应用需求分析和 ＱＦＤ研究
高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模式和遵循范例［６５］。

五、课程质量改进与设计

ＱＦＤ在课程质量改进与设计上的应用，就是
要获取学生、毕业生、教师、管理者、社会的声

音，用以改进课程教学质量，设计面向客户的课

程。通过分析文献中质量屋的 ＷＨＡＴｓ和 ＨＯＷｓ，
发现它们基本上围绕同一要素框架，经归纳整理，

得到表４所示的质量屋构建要素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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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课程质量屋构建要素框架

要素 细分要素及要求

教学计划

（Ｓ）

课程目标、内容介绍、课程内容应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进度安排、考核标准

要求：教学安排科学、合理、完善；针对性与匹配性 （内容与考核标准的专业差异性、与学生水平／接受能
力匹配度）、衔接性 （与相关课程衔接程度、已学习相关课程、具备必要基础知识）

教学内容

（Ｃ）

知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学科与学术前沿、交叉学科知识；技能：课程相关技术技能、软件使用、计算

机语言；实践：实训内容、工业实践、实时问题、本地商务应用、实际应用；能力：创造能力、沟通能力

要求：系统性、合理性、时效性与前沿性 （现实发展／学科前沿的跟进程度）、实践教学可行性、实践结合度

课程资源

（Ｒ）

教材、例题习题、教学案例库、课件及讲义教案 （笔记）、参考资料、实践教学项目与经费、实际项目、专

家顾问、教学软件平台、课程相关软件包、电子学习平台

要求：简单清晰组织良好的教科书和例子；教学材料有用、实用、丰富多样、更新及时；电子学习平台内容

丰富、功能完善、美观可靠、易于使用、有客户支持，易于沟通、学习经验分享、数据与信息共享

教育设施

（Ｆ）

多媒体与互联网设施；教学场地：教室与演讲厅大小、教具、环境舒适性、空调、采光充足、暖气；实践基

地：数量、任何时间的可获得性、实验室助理服务、高存储容量、课程特定实验设备和实践环境；图书馆：

柔性开放时间、安静氛围、书／期刊／新闻报纸的可获得性、主管人员援助

教员

（Ｐ）
教育经历 （相关领域的ＰＨＤ、西方教育经历）、知识渊博、工业经历、ＩＴ能力、教学技能、经验丰富、语言
技能、良好沟通技巧、习性风格 （鼓励、专注、欢迎批判、工作时间可找到）、教师培训计划

教学方式

（Ｄ）

课堂教学：课堂设计、课堂节奏、价值引导、班级规模、教学互动、教辅使用、分配测验和作业并报告进

展；案例教学：案例的分析／讨论／交流／研究／质量；实践教学：校内实训、工业培训、沙盘模拟、工作坊、
项目工作、行业之旅、参观实习、现场示范、观摩体验、实地培训、学徒；专题讲座、讲座报告；课外自

学：个人与小组活动、学生研究、课程论文、班级讨论

要求：采用新理念和新技术；小班教学，基于学生水平教学；生动有趣，气氛活跃，讨论积极；讲授脉络清

晰、深入浅出，注重启发思维；主题的实际体验、讲演的可视化；师一生、生一生、教学－市场间的互动性
强；教学方式丰富、多样、灵活；教学手段现代／先进；教学工具现代、多媒体制作合理；幻灯片组织良好，
教案清晰，提供保留；通过案例关联授课主题与实际生活，案例应用典型；注重实践性，实践教学环节多样

化；作业布置合理

考核方法

（Ｅ）

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应用能力、单项专业技能、综合专业技能；期末考试、平时表现 （出勤、提问、演讲、

作业、课堂表现）、实验与实践报告、课程论文、学生研究

要求：考核准确、全面；考核方法多元、灵活、多样、合理

教学效果

（Ｖ）

学生学习效果：能充分系统掌握本课程知识，了解相关实际应用，能将课程与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向知识整

合；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理念、方法的不断改进，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能拓宽学生知识面、提升学生就

业创业实践能力；对教师的总体评价：讲授明晰度，教师不断反思，教学水平持续提升；教学软硬件不断完

善；客观性

评价体系

（Ａ）

评价机制、专家评价、督导评价、学生评价、毕业生评价、社会评价、教学反馈

要求：教学评价体系健全；教学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课程教学监督、检查、指导、反馈 （全员性与全程性）；

毕业生跟踪调查回访常态化；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管理者与教师并改进，企业意见要求及时反馈并体现到教学

改进环节

保障措施 实施过程、实施者、评估标准、评估手段、实绩评估、评估者、评估时间；目标设计、课程改进建议

　　１．一般性研究，不针对具体课程。Ｊａｒａｉｅｄｉ和
Ｒｉｔｚ研究ＷｅｓｔＶｉｒｇｉｎｉａ大学工程系的课程教学，将
学生、教员和管理者在教学方式上的声音转换为

教学方式、课程资源、教师培训等方面设计要

求［６６］。Ｊｎａｎｅｓｈ和 Ｈｅｂｂａｒ研究工科学院的课程设
计与开发，将学生在学科知识、沟通能力、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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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上的需求转换为课堂教学、实践工作和图书

馆设施方面的课程质量特性［６７］。Ｌｅｅ和 Ｌｏ提出了
基于ＳＷＯＴ、平衡记分卡和 ＱＦＤ的职业教育战略
构思框架，使用 ＳＷＯＴ分析和平衡记分卡获取课
程质量需求，使用美国 ＭａｌｃｏｌｍＢａｌｄｒｉｇｅ国家质量
奖的教育准则 （ＭＢＮＱＡ－ＥＣ）作为课程质量特
性，并应用到电子企业与管理课程的设计［６８］。

Ｋａｍｖｙｓｉ等提出了面向大学课程设计的学生需求重
要性计算框架 ＱＦＤ－ＬＰ－ＧＷ －ＦｕｚｚｙＡＨＰ［６９］。
Ｋｏｕｒａ等应用ＱＦＤ将Ａｓａｈｉ大学学生愿望转换进授
课质量改进的行动计划［７０］。Ｈｗａｒｎｇ和 Ｔｅｏ提出了
面向服务的３阶段 ＱＦＤ模型，并应用于课程设计
与教学、在线课程注册系统和研究资助应用［７１］。

熊伟和龚玉开发了大学课程设计的三阶段 ＱＦＤ模
型 （ＴＱＦＤＭ），将 ＳＤＥＶＡ方面需求依次转换为
ＳＣＤＲＥ方面的教学措施、教学元素和相应质量保
证措施，并应用于生产运作管理课程［７２］。

２．具体课程的教学质量改进。刘白钢和刘启
中构建了ＰＬＣ实训课程的 ＣＦ方面需求与 ＣＤＥ方
面实践教学元素间的质量屋，基于市场和技术竞

争力指数的乘积评估实践方案［７３］。Ｄｕｆｆｕａａ等将公
司和学生在ＣＰＤＲ方面的需求转换为 ＳＣＰＤ方面的
教学元素，设计面向法赫德国王石油矿产大学系

统工程学生的基础统计课程［７４］。刘海滨和杨颖秀

对大学生就业教育课程，建立了类似 ＴＱＦＤＭ的模
型，增加了课程内容方面需求，以及 ＦＡ方面的措
施与元素，给出了ＲＦＣＤ方面的目标设计和改进建
议［７５］。Ｗｉｋｌｕｎｄ和 Ｗｉｋｌｕｎｄ使用联合分析和 ＱＦＤ
设计质量技术课程，强调学生为中心，通过聚焦

学生需求改进学生的满意度和学习，增加学生参

与课程的设计与改进［７６］。

３．具体课程的主题内容改进。郝红军和綦良
群运用ＱＦＤ方法将职业需求转化为人才培养考核
目标，构建了质量管理课程的全过程、多阶段、

多种考核形式的动态考核方案［７７］。Ｂｕｒｇａｒ应用
ＱＦＤ设计生产／运作管理课程，将学生未来雇主看
成主要客户，以产业要求的工作技能为 ＷＨＡＴｓ，
课程主题组成ＨＯＷｓ，评价课程主题的重要性［７８］。

张志文等通过 ＴＲＩＺ理论获取的学生创新能力细
分，以课程内容模块为ＨＯＷｓ，评估生产计划与控
制课程的内容模块重要度，分配课时［７９］。

４．在线课程设计。Ｍｕｒｇａｔｒｏｙｄ研究 ＱＦＤ在远
程教育课程和方案的设计、开发、教学上的可用

性［８０］。Ｄｏｗｎｉｎｇ等应用 ＨＯＱ从在线学习的学生需

求推出了教学与技术要求，用于基于 ｗｅｂ课程的
设计［８１］。Ｗｕ和Ｌｉｎ基于ＲＳＴ、ＧＲＡ和ＱＦＤ，开发
了增强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服务质量的分析模型［８２］。

Ｋａｚａｎｃｏｇｌｕ和Ａｋｓｏｙ采用了基于模糊逻辑的ＱＦＤ识
别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设计的关键要素［８３］。

５．面向在职员工的培训课程设计。Ｚａｃｉｅｗｓｋｉ
应用ＱＦＤ分析注册质量审核员进修课程的学生需
求和可能满足方法［８４］。Ｓｈａｆｆｅｒ和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应用 ＱＦＤ
设计护士培训模块，所设计教学模块已在美国４个
大健康保健机构成功测试［８５］。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ｉ和
Ｔｅｒｚａｇｏ应用 ＱＦＤ设计统计过程控制行业培训课
程［８６］。Ｃｈａｎ等应用ＱＦＤ方法设计面向服装跟单员
的内部培训课程，为在职员工提供必要的管理知

识和技能［８７］。

六、政府与机构教育体系改进

应用ＱＦＤ进行政府与机构教育体系改进，首
先需要确定质量度量维度框架，然后将其转换为

政府和机构的教育质量特性，再进行市场和技术

竞争分析，找出需要改进的方面，给出相应的质

量改进和控制建议。

现有研究主要面向大学等教育机构。Ｖａｒｎａｖａｓ
和Ｓｏｔｅｒｉｏｕ展示了 ＱＦＤ在 Ｃｙｐｒｕｓ高等酒店管理学
院的客户驱动管理系统建立中的应用，将员工和

学生的声音转换成可操作管理特征［８８］。Ｔｈａｋｋａｒ等
开发了面向自筹资金技术教育机构的 ＱＦＤ模型，
评价现有教育系统，曝光需要改进的方面，应用

力场分析方法研究了实施全面质量管理 （ＴＱＭ）
面临的挑战［８９］。Ｚｏｈｒａｂｉ和 Ｍａｎｔｅｇｈｉ提出了基于
ＳＷＯＴ、平衡记分卡和ＱＦＤ的复合框架，服务教育
机构的战略规划，使用 ＳＷＯＴ分析和平衡记分卡
获取教育机构战略 （Ｗｈａｔｓ），以 ＭＢＮＱＡ－ＥＣ作
为战略选择准则 （ＨＯＷＳ），使用模糊扫描技术扫
描选择初始战略，确定战略优先级，以伊朗大学

作为案例［９０］。Ｏｗｌｉａ和 Ａｓｐｉｎｗａｌｌ构建了用于工程
系的教育质量改进的 ＱＦＤ矩阵，分别从学生、员
工和雇主角度分析质量需求和设计要求的重要性，

识别质量改进点［９１］。Ｂｅｎｊａｍｉｎ和 Ｐａｔｔａｎａｐａｎｃｈａｉ演
示如何应用 ＴＱＭ和 ＱＦＤ原则确定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Ｒｏｌｌａ
大学工程实验室发展规划目标的优先级［９２］。

Ｓｔａｒｂｅｋ等在Ｓｌｏｖｅｎｉａ中等职业学校的机构级质量审
查中使用 ＨＯＱ用来识别改进领域［９３］。Ｃｈｅｎ和
Ｂｕｌｌｉｎｇｔｏｎ应用 ＱＦＤ识别关键客户及其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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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系研究活动的综合研究战略规划，聚焦战略

研究方向识别［９４］。

面向整体或政府教育体系改进研究很少。

Ｏｗｌｉａ和Ａｓｐｉｎｗａｌｌ开发了高等教育质量维度框架，
包括有形资产、能力、态度、内容、教学和可靠

性［９５］。Ｏｋａｍｏｔｏ和 Ｒｉｏｂóｏ使用 ＱＦＤ和 ＢＳＣ技术，
制定墨西哥Ｇｕａｎａｊｕａｔｏ州教育部门的教育系统改进
战略规划［９６］。Ｃｈａｎｇ和 Ｋｕ应用 ＴＱＭ和 ＱＦＤ原则
突出显示台湾工程与技术教育的潜在改进，强调

满足学生和创业人力需求的重要性［９７］。胡剑波等

应用ＱＦＤ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与教育发达国家高
等教育在教育职能需求和教育质量特性上的差距，

找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因素，提出从

教育计划、教育运行、教师教学质量三方面控制

高等教育质量［９８］。

七、文献分析与展望

按前述文献分类，ＱＦＤ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
用进展可总结如下：

１结合具体研究视角，学者们开发了单阶段、
两阶段和三阶段 ＱＦＤ模型，尚无适合高等教育的
通用ＱＦＤ模型。在定量计算上，引入了模糊逻辑、
多属性决策、数学规划等方法，确定客户需求及

其重要度、技术特性及其重要度、技术特性目标。

在公司的客户需求规划目标设定上，目前采用的

方法是基准分析和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尚无更

有效的定量计算方法。

２在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上。专业覆盖
面小，工业工程和管理相关专业有较多研究，理

工科和技术类专业研究少。专业实践方面研究匮

乏，未发现实践课程设置方面的研究。

３研究生教育方面研究很少，分专业研究仅
限于 ＭＢＡ项目。任职人员培训方面，仅有培训
课程设计方面研究，未发现培养方案体系上的

研究。

４在课程质量改进与设计上，偏重于管理类
课程，工科类、技术类和实践类课程的研究匮乏。

在课程级研究中，有更多研究将 ＱＦＤ与其他方法
结合。ＱＦＤ在任职人员培训课程和在线课程上的
研究偏少，未发现境内学者开展这方面研究，未

发现ＱＦＤ在研究生课程上的应用研究。
５在政府与机构教育体系改进上的应用研究，

基本上来自境外学者，仅发现１篇关于我国高等教

育的应用研究。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

状，ＱＦＤ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潜在应用如下：
１开发专业级、课程级和机构级的一般性

ＱＦＤ模型，以及质量屋构建要素指导框架。
２ＱＦＤ方法的主要缺陷是在考虑因素上的主

观判断，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非常适合，目前尚

未看到二者结合文献。开发有效的方法和模型，

设定教育服务在客户需求上的质量规划目标，数

学规划是非常合适的方法。

３将 ＱＦＤ与 ＣＤＩＯ结合。ＣＤＩＯ指构思、设
计、实现和运作，是新型工程教育模型，包含１个
愿景、１个能力大纲和１２条标准。ＣＤＩＯ可用作专
业培养方案设计的指导框架和规范，ＱＦＤ可用于
具体的实际设计。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已经或正

在开展基于 ＣＤＩＯ的能力导向一体化教学方案设
计，这为二者结合提供了契机。

４在政府与机构教育体系改进上，ＱＦＤ可应
用于双一流大学的建设规划；结合行业特色、地

域特色和经济发展特点，ＱＦＤ可应用于各级教育
机构的质量改进。

５在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上，ＱＦＤ有较
大应用研究空间，可开展面向卓越工程师计划和

博雅班的应用研究。ＱＦＤ在研究生教育上的应用
研究空间更大。在课程级研究上，可开展工科类、

技术类、职业培训类课程的应用研究，特别是在

精品课程、网络视频公开课上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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