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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响应国家教育方针，实现科技强国的复兴之路，当代高等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规格更着重于一专多能、

高素质、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复合型高级人才，实验教学是实现以上教学目标

的重要手段。以往的课程体系中，往往理论教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与理论课程相比，实验课程的课时

相对较少，实验室工作往往不受重视，对实验室相关的管理也不重视、更不愿意投入物力、精力来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越来越深入，社会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以及国家政策方针的引导，关于高等学校教育的

改革也逐步的深入，各大高校越来越重视实验教学，对实验室的日常维护管理、实验课的教学管理工作

也越来越重视，人力、物力的投入比重也在逐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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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and realize the road of rejuvenation of a str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try, the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 training specifications for 
talents focus more on multi-talented, high quality, complex senior talents with strong hands-on 
ability,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laboratory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the above teaching objectives. In the past, theoretical teaching often took up a large pro-
por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compared with theoretical courses, the class time of expe-
rimental courses wa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 laboratory work was often not paid attention to,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laboratory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and was not willing to invest ma-
terial and energy to build.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s gradually deepening, and universities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laboratory teaching, the daily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laboratories and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of laboratory cours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in human and material re-
sources is also increasing b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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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锡太湖学院土工实验室新建于 2017 年 10 月，实验室面积 110 平米。现有如下主要设备：四轴联

动直剪仪、固结仪、电动石灰土无侧限压力仪、三轴仪、渗透仪、烘箱等设备若干。面向专业：土木工

程、工程管理。开设课程：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目前已开设实验：土的密度试验、土的含水率试验、土

的剪切试验、土的击实试验、土的压缩(固结)试验、土的渗透试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等[1]。 
土力学实验教学采取了分组教学的模式：根据班级群体数量以及仪器台套数进行分组，每组成员数

量控制在 5 人以内，每个批次可同时容纳 10 个小组进行实验。实验采取专业任课教师授课，实验员全程

跟进辅助教学的模式。经过近两年的运行，发现了实验室在管理和教学环节上存在诸多问题。实验室日

常管理工作量大，实验员面对繁杂、重复的管理工作，极易产生职业倦怠感；实验教学过程中，课堂纪

律差，学生注意力常常难以集中，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学生的行为表现呈现

松散性、随意性，最终实验报告上呈现的数据误差过大、离散程度较高，缺乏现实意义[2]。针对以上的

种种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验室管理及实践教学工作改革，相关改革

一经推广实施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现以无锡太湖学院土工实验室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为例，对此种模

式下的实验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改革措施以及改革后的效果作具体的阐述。 

2. 重视实验前的准备与衔接工作 

在教育学领域中，教师“上好课”一直是一项衡量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考核指标。课堂教学效果是

教师进修课堂教学的落脚点，如何使得实验课的教学效果达到最大化呢？这不仅仅需要教师在上课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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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注重教学效率，既能让学生学起来轻松又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更要注重实

验课前的准备工作。教师，尤其是实验员应该在课前应该认真充分备课，对实验仪器进行摸排整理，对

每台仪器的性能、运行状态都能做到了如指掌，对每个实验步骤做到胸有成竹。没有在实验课前的充分

备课，就不会有课上的游刃有余，只有仪器设备反复充分的磨练，才能够灵活的进行教学、熟练的驾驭

设备，面对实验课上的突发状况，应变自如[3]。 

3. 对班级群体分组程序进行优化 

以前分组，仅对组员人数做出了数量上的要求，过于粗放的分组管理导致学生内部分组过于随机，

群间差异较大，群内差异较小。良好的分组应该是遵循群间差异较小，而群组内差异性较大的规则，最

终各个小组的实验数据应该呈现正态分布的规律。针对以上的现象，在分组过程中增加了以下措施： 
对各个小组内部成员的性别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每个小组人数以 5 人为限，每个小组最少不得低于

2 名男性组员。并由男性组员承担组长一职。以“土的剪切试验”为例：整个实验过程可分为：土样的

采集、土样的制作、直剪盒的安装、仪器的调试、数据的记录、仪器的清洗、数据的处理。以前采取学

生群体内部自行分组，结果往往出现女性组员过于集中。在土样的采集、土样的制作方面，由于男女先

天的生理差异，女性组员数量为主导的小组无法采集到地表 1 米以下的深层素土，采集的土样大多为表

面土，多含碎石、杂草、土块等颗粒，而在制作土样的过程中，女性的力气相较于男性较小，夯实的土

样在压实度方面普遍不如男性成员。女性组员所制作的土样在天然密度、压实度、抗剪能力等等以上的

物力性能所呈现的数据普遍过小，最终导致实验结果数据偏离标准。但在实验数据的处理以及仪器的清

洗等方面，女性组员又占据了天然的优势。因此对组员的性别构成进行合理的规划显得尤为必要，能够

最大程度上发挥各自性别的优势，减少组员之间的消极怠工、浑水摸鱼的现象，保证每位组员都有动手

实践的机会[4]。 
采用组长责任制，组员连带责任制，组长负责小组内部组员的分工，确保每名组员均由动手实践的

机会，所有交接程序均由组长向实验员进行书面交接。相较于中小学阶段以教师为主导的“领导型”师

生关系，大学的师生关系是一种更为开放、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学生更

加具有自主选择的权力、自我意识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教师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学生对教师的粘

度有所下降。那么在此背景下，组长责任制，组员连带责任制是一种更为适应当代背景、因地制宜的管

理模式。组员由组长负责管理，组长由教师和实验员进行管理，这就也是工程项目里所常见的一种成熟

的管理模式：线性管理模式[5]。 
在未采用线性管理模式之前，责任划分不明确，责任未落实到个人，实验教学管理水平陈旧落后、

松散混乱。在采用线性管理模式后，明确了教师与学生双方的责任与义务，特别是对学生实验课上的考

核内容、考核方式、考核标准都做出了明确的阐述。在新型的管理制度下，由于对学生实施了组长责任

制，且对实验过程实施动态监控，学生的责任心、动手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与教师的互动增强，能够

井然有序地完成实验操作。而教师作为课程的组织者，课内工作强度大大降低，原来每一名教师是需要

面对一个自然班近 50 名学生的数量群体，现在仅需对 10 名组长进行重点考核管理，工作强度显著地降

低而管理效率却极大的提高。 

4. 对仪器设备及相关配套耗材进行编号分组 

现有的仪器设备管理模式落后且古板，仅对价值在 1000 元以上的进行固定资产贴标入编管理。一长

串的二维码字符串在日常教学管理中，不易识别，给日常收发管理带来不便。若仪器在实验过程中出现

损坏，而学生又未上报的情况下，实验员往往到课后仪器整理过程中才发现设备损坏，无法在第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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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事故责任人，给实验室带来利益上的损失。 
对仪器进行内部编号，在现有的编号基础上，进行内部编号简化处理。以“土的剪切试验”为例：

涉及到的实验仪器及相关配套有：直剪盒上盒与下盒一组，环刀一副、长柄螺丝两只、透水石两片、切

土刀一副、胶皮锤一只。其中对直剪仪、直剪盒、环刀、切土刀均在合适显著的位置用防水油性记号笔

进行编号标注，编号为从小到大从 1 到 10 依次对应标注。每次实验课开课前，由实验员对仪器进行配套

准备工作。按照分组组数准备相应编号的仪器设备并在课前做好调试，确保即将发放的仪器工作性能完

好无损。上课时，由组长向实验员办理书面的仪器设备使用交接手续。由于进行了书面的签领手续，采

用了组长负责制，组员连带责任制，提高了学生的责任心，学生在操作仪器时更加细节化、规范化，减

少了人为主观因素带来的操作失误，极大的降低了实验设备的故障率。同时由于对设备编号进行了简化

处理，编号与小组的组号对应一致，教师与实验员便能在实验实训过程中对学生、设备的状态一目了然，

方便对实验教学进行课堂上的动态监控，有助于课堂效率的提高。 

5. 加强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衔接工作，提高实验实训教学成果 

当前高等教育背景下，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衔接工作存在脱节现象。教师理论能力强，实践能力

差；实验员动手能力强，理论教学能力薄弱，这种情况在各大高校中普遍存在。专业课教师承担 2~3 门

理论课的教学任务，有限的工作经验和长期以理论教学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导致教师普遍对于实践教学缺

乏重视，对实验实践教学精力的投入严重不足。而实验员虽处在实验工作岗位的第一线，对设备的使用

与维修了如指掌，但由于隶属于不同的职能部门，岗位责任也不尽相同，缺乏理论授课能力[6]。最终导

致实验课的教学显得生拉硬套，教学模式程序化、固定化、模板化，不利于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参

与性不、不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7]。 
理论教学应与实验实践教学相结合，实验员应与专业课老师默契配合并且全程辅助教学，两位教师

各司其职，最大化的发挥自己的职能所长，确保实验实践教学任务按照计划高质量地完成。同时在实验

教学过程中采用讲授法、演示法、讨论法、练习法等多种方法组合教学[8]。摒弃理论教学中单一的讲授

法，通过实验员现场演示实验、教师鼓励学生更改实验参数、增加实验变量，引导学生进行大胆猜想，

热烈讨论，让其在实践中启发思维，得出变量与现象之间内在的因果联系[9]。 
在以上多种改革措施下，课堂氛围变得生动活泼，有利于激发学生群体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利于

培养学生群体的创造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直觉思维能力。实验课程不再严肃枯燥，增加了学生自主设

计实验的能力，完成了演示性实验向设计性实验的过渡。 

6. 将实验后的整理收尾工作纳入学生实验成绩考核 

实验的收尾工作在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常常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不重视实验后的收尾工作将

导致仪器损坏时无法在第一时间内找到事故责任人。为了避免以上被动的情况出现，完善实验后的收尾

程序显得尤为必要。对回收仪器采取书面交接程序。与发放仪器相对应，首先由组长安排组员清洗仪器，

恢复工作台。完成以上工作后，由各小组组长向实验员办理仪器的签退手续，实验员再次仔细核查仪器

及配套设施的完整性，确认无误后，签字验收[10]。 
此种方案实施后，从根本上杜绝了学生未完成实验、未整理工作台就离开实验室的现象。不仅提高

了学生的责任心，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降低了设备的损坏率，更减轻了实验员的后续维护工作，提

高了实验室管理的效率，也大大的降低了实验室的运行成本。 
综上，实验实训教学工作是高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教学实

践环节，是学生获得基本技能训练、专业技术培养的重要组成的部分。在实验实践教学管理工作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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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积极采用现代化观念、更科学化的管理、实现实验教学管理的标准化、科学化、现代化。这样才能够

有利于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两者无障碍衔接；有利于实验室的运行和维护；有利于开展各类教研活动；

有利于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有利于教师的创造性工作；有利于学生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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