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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围绕当前实验室管理分析了实验室资源建设、实验室师资管理与建设、实验课程和教学模式改革、实验室安全

与信息化建设和实验室管理制度等五个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形成一套保障实验室高

效运行的管理办法，从根本上提高实验室管理水平，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条件支撑。实验室机制系统的完善能

够为建立一支综合业务素质突出、具有创新性科研成果和体系高效运行的实验室科研队伍提供一些参考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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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in five aspects of current laboratory management, including laborato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laboratory faculty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ode reform, laboratory safety 

an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 A series of targeted reform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form a set of 

management methods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laboratory,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level of laboratory management, 

and provide good condition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aboratory mechanism system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ideas for establishing a laboratory research team with outstanding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quality, 

innovative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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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验室管理作为高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专业性和复杂性不容小觑
[1-5]

。高校实验室既承担着教学

任务，又兼具科研功能，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因此，

高等院校实验室管理水平的提升直接影响着实验课程建

设、教学质量以及科研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在全国知名高

校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健全、优化实验室管理体系，

以及量化实验室考核指标已成为当前实验室改革的首要

目标之一。 

实验室不仅是高校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和一流专业建设的重要支撑。随着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工作的推进，对实验室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目标导向及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
[6-8]

。

这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实验室管理不断适应变革，强

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并不断提升实验室设施和服务水平，

以更好地支持工程教育的发展
[9-12]

。 

部分省属高校如河北工业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和桂林

电子科技大学，通过积极开展围绕实验室管理和服务水平

的改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实验室

设备更新，提升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优化管理流程和制

度等。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实验室的管理水平，也为高等

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积极贡献，进一步推动了实

验室在工程教育中的关键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同时，这些

经验和成效也为其他高校实验室管理的改进提供了有益

的借鉴，推动了全国高等教育实验室管理水平的提升。 

1 实验室管理机制改革的目标 

本研究旨在探索一种更符合本院实际情况、可拓展到

全校相关学院、以培养学生为中心、能高效运行的实验室

管理体系。项目围绕实验室资源建设，实验室师资管理与

建设，实验课程与教学模式改革，实验室安全与信息化建

设，实验室管理与运行体制改革等方面开展具体工作，从

而提高师生员工对实验教学重要性的认知程度，充分发挥

实验教学在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促进新时代教育理念在

实践、实验教学环节的消化、吸收，进一步推动我院的一

流专业建设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也给理工类实验室

建设提供参考。 

2 实验室管理面临的问题 

搬迁新校区后，由于本科生实验教学实验室面积的迅

速扩展，以及科研平台和团队实验室的快速发展，实验室

管理在新校区环境中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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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管理重视不足，监管不到位 

对于实验室管理，各级平台和团队负责人在思想上重

视程度不够，导致相应的监管不到位等现象较为明显。具

体表现为负责人对实验室管理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未

能在日常工作中给予足够关注和资源支持，监管机制缺失

或执行不力，导致实验室管理工作存在诸多漏洞和隐患。

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实验室的正常运行和科研效率，还可

能对实验室安全和人员健康带来潜在风险。 

2.2 实验室服务效益低 

一些实验室的布局和设备摆放存在诸多不足，包括布

局不合理、设备分类混乱以及梯次衔接不畅等问题。这些

情况可能导致实验室内的操作效率低下，使得工作人员在

进行实验时遭遇困难或浪费时间。此外，这种布局不清晰

的情况可能会对实验室的整体运行效率造成影响，并可能

导致实验室的活力不足。 

2.3 实验室师资建设不足 

实验室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包括教师比例和学科结

构，导致教师人员流动性低，缺乏激励机制，影响了实验

室的整体运作效率。教师积极性不高可能源自于教学和科

研任务的重叠，以及教师职称晋升渠道的狭窄，限制了个

人发展动力。同时，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服务中的创新能力

不足，导致教学内容和科研成果的更新缓慢。 

2.4 实验室教学地位不受重视 

实验室作为理论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的关键平台，长

期以来在学校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定位主要集中在

为各系和教学办提供实验教学服务。然而，在实践教学中，

实验室的地位未能凸显其主体作用，缺乏独立自主性和创

新能力，影响了实验室在本科实验教学和科研中的贡献，

使其难以有效地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 

2.5 实验室安全、信息化及智能化建设不足 

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管理信息化程度不高，未能充分利

用现代技术手段，导致实验室管理效率低下。同时，虚拟

仿真实验室和智慧实验室的建设和应用比例较低，未能满

足当今教学科研的需求。实验室管理存在精细化、智能化、

自动化和痕迹可追踪化管理不足的问题，缺乏有效的监控

和控制机制，难以实现对实验室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管理。

此外，实验室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亦存在不足，包括设备的

采购、维护、更新以及报废处理等方面，缺乏系统化的规

划和管理。上述问题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我校其他学院的

实验室中，因此实验室管理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3 针对实验室管理出现问题的解决办法 

针对前文所述问题，本研究拟主要从实验室资源建设、

实验室师资管理与建设、实验课程和教学模式改革、实验

室安全与信息化建设和实验室管理制度等五个方面开展

研究，旨在形成以服务实验教学和科研创新活动的实验室

格局和高效运行的管理体系。 

3.1 实验室资源建设 

立足学校实际情况，根据学院实验室现有条件，开展

设备资源优化，整合共性设备，建设基础性实验室；开展

专业特色实验室建设；深度推进科教融合，依托平台建设

创新性实验室，为创新性实验的开展提供平台；最终构建

“基础性—专业性—创新性—综合性”逐渐升级的四位一

体化的实验室格局。 

仪器设备资源是实验室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条件基

础，针对于此，本研究提出从如下四方面进行资源建设： 

（1）针对我院实验设备现实情况，从学院整体出发，

以材料类设备为基础，整合相同或相近设备资源，建设以材

料为基础的“材料热处理实验室”“材料机械加工实验室”

“材料力学性能测试实验室（1、2）”“材料磨抛实验室”和

“材料显微组织表征实验室”等五个材料基础实验室； 

（2）同时根据各专业特色建设“金属材料综合实验

室”“材料物理性能分析实验室”“材料热分析实验室”“复

合材料成型加工实验室”“过程装备综合实验”及“过程

装备模型实验室”等专业特色实验室； 

（3）结合科研平台培养人才高地，发挥省级科研平

台优势，深度推进科研-教学相融合。依托“河北省稀土

永磁工程研究中心”“河北省改性塑料技术创新中心”“河

北省耐磨非铁基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及“河北省冷镦钢

技术创新中心”等四个省级科研平台，开设 4 个围绕各科

研平台的创新性实验项目，形成依托省级科研平台的创新

性实验体系，并制定省级科研平台承担本科实验教学任务

的管理办法； 

（4）打通本科教学过程中基础-专业-创新实验开展

流程，最终形成以此为基础的综合实验体系，实现既定的

四位一体化的实验室格局。 

3.2 实验室师资管理与建设 

为进一步发挥实验室教师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

学院层面出发，并积极与学校沟通，首先明晰实验室教师

职责和工作量核定，为实验室教师（兼职）职称晋升，工

资绩效等方面提供支撑并开展如下探索： 

（1）量化实验室人员基本职责，制定相关制度量化

实验室教师承担理论和实验课时数，让实验室教师有充足

的时间参与到实验室教学及管理中； 

（2）同时按照专业技术领域优化实验室人员分工，

分为实验课指导教师，实验室管理人员，并制定不同类别实

验室人员量化绩效、工作量化及考核制度，打破大锅饭的格

局；阶段性推动轮岗式实验室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 

（3）为提高实验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制定实验室

教师实验指导理论和实践能力提升制度，有计划地安排学

习对应理论课程，并有计划，有目标地安排青年教师到企

业参加工程实践；邀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技术人员到学院

举办实践讲座，提高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 



 

2024 年 第 5 卷 第 2 期 

88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3.3 实验课程与教学模式改革 

基于工程教育与专业认证“以学生为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和一流专业建设对实验课程体系和

实践育人平台的要求，拟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实验课程和

教学模式改革： 

（1）开展基础性、专业性、创新性与综合性实验课

程体系的建设。选派实验室教师参与到系室培养方案和教

学大纲的制定过程中，并形成具备特色的实验教学体系，

实现实验项目建设和优化的有机循环； 

（2）开展以实验室教师为主的基础性实验课程教学

团队和教学模式建设，并计划分三个阶段实现。第一阶段，

实验室教师作为助教参与实验指导过程，第二阶段，由系

室教师指导实验室教师承担实验课程，第三阶段，实现实

验室教师独立承担实验课程；开展以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

级以上教师承担专业特色和创新性实验的教学团队建设； 

（3）建立新进实验室教师上岗考核制度。围绕实验

室制度、实验教学开展过程、创新性实验设计、综合性实

验设计等方面对新进教师进行培训，通过学院考核后方可

承担实验教学课程； 

（4）建立并规范化实验课程教学过程和结果的考核

评价机制，形成围绕实验预习，实验理论，实验操作，实验

结果分析等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实验课程评价机制；探索本

科实验教学监督和考核机制，促进实验教学质量的提升。 

3.4 实验室安全与信息化建设 

（1）安装实验室门禁系统，根据要求安装摄像头； 

（2）构建信息化实验平台，建立“材料综合实验室”

微信公众号，并建立实验室预约系统，设置实验室安全教

育专题； 

（3）加强贵重或大型设备的虚拟和智慧实验室的建

设，减小仪器设备费用的投入； 

（4）加强实验室安全和实验教学的宣传，通过微信

公众号、海报、实验室教育等活动，加强师生员工对实验

室的认识，提高对实验教学的认知度； 

（5）建立实验室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探索仪器设

备运行与维护措施与方法，积极与学校沟通推进仪器设备

有偿使用管理体系的建设。 

3.5 实验室管理制度建设 

围绕当前的实验室各项工作形成保障实验室高效运

行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包括实验室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全

生命周期设备管理制度及创新性实验项目考核制度等。 

4 结语 

本研究突破了局限于实验室某一环节的狭窄视域，从

整体建设和系统管理角度出发，立足以培养高质量的学生，

针对当前实验室各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前后相互支撑的

有机化改革，进而建立科学的实验室管理体系。实验室管

理面临的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方案具有一定的普适性，适合

存在类似问题的二级学院。项目的实施也将为提高学生实

验教学质量，推进工程教育认证要求下的实验室建设，形

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育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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