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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实验室安全教育的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为了适应当代大学生的发展需求，使学生能

够掌握必要的安全常识，树立安全意识，文章首先分析了高校物理实验室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构建了物

理实验安全教育微课体系，并探索出一些可行的实验室安全教育方法，为高校物理类实验室安全稳定运

行和人才顺利培养提供了借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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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way of laboratory safety education is constantly 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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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students, so that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necessary safety common sense and establish safety awareness, this paper first ana-
lyzes the unsafe factors existing in university physics laboratory, constructs the micro-course sys-
tem of physics experiment safety education, and explores some feasible laboratory safety educa-
tion methods.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university physics labor-
atory and the smooth training of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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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高等学校常把实验室安全作

为校园稳定的重要抓手。2023 年教育部办公厅文件《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中指出：加大安全教育

宣传力度，提高师生安全意识；学校和二级单位应按照“全员、全面、全程”的要求，创新宣传教育形

式，开展安全宣传、经验交流等活动，建设有特色的安全文化[1]。 
物理实验室是全校理工科学生进行《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学习和大学生创新活动的重要场所，实验

室每年接纳的学生人数数量大，流动性强，学生的安全教育不容小觑，如果学生安全意识淡薄，就会出

现实验操作不按照实验要求去做，遇到突发事件不知所措，不遵守实验室规章制度等现象发生[2] [3]。虽

然物理实验室与生物、化学实验室等不同，基本用不到易燃易爆化学品，但是物理实验室无论多么简单

的实验，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近些年来，各地高校开展了关于实验室安全管理、安全教育或

安全体系等相关方面的研究，但是对理科物理实验室相关的实验室安全教育研究并不是很多[4] [5] [6] [7]。
因此本文结合我校的实验室运行情况分析了物理实验室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建立了物理实验室安全教育

微课体系，并给出了有效的实施措施[8] [9]。 

2. 高校物理实验室不安全因素分析 

2.1. 力学类实验室存在的不安全因素 

力学实验室常开的实验项目有：固体密度的测量；拉伸法测金属材料的杨氏模量；气垫导轨上的力

学实验；液体表面张力实验；落球法测定液体的粘度；刚体转动惯量的测量；受迫振动的研究等。常用

的仪器有米尺、游标卡尺、千分尺、弹簧秤、天平、秒表等。实验中常见问题有：1) 游标卡尺是实验室

常用的测量长度的精密量具，学生在使用时如果没有正确使用，容易被量具的内外侧量爪伤到手。米尺

也是如此，在拉收时动作幅度过大，都有可能伤到自身。2) 实验中常用的配件如滑轮组，配重块，砝码

等，要轻拿轻放，仔细操作，否则，小配件常常会丢失，操作不当也会对自己造成伤害。 

2.2. 热学类实验室存在的不安全因素 

热学实验室常开的实验项目有：非良导体热导率的测量；良导体热导率的测量；空气的比热容比的

测量；数字温度计的设计与定标等。常用的仪器是加热装置，使用时主要存在的问题有：1) 触碰到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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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装置，会造成身体伤害；2) 加热装置使用完毕后不及时关闭加热开关，如果仪器长时间处于加热状

态时，可能会损坏仪器；3) 如果使用明火如酒精灯，加热炉，操作不当可能会引起火灾，造成人员或财

产的损失。 

2.3. 光学类实验室存在的不安全因素 

光学实验室常开的实验项目有：透镜焦距的测量；分光计的使用与调整；光栅衍射；玻璃折射率的

测定；迈克尔逊干涉实验；光的等厚干涉实验等。常用的仪器有读数显微镜，低压汞(钠)灯，氦氖激光器。

光学实验常见的安全问题：1) 汞灯是一种气体放电光源，发光物体是水银蒸气，低压汞灯点燃时汞蒸气

压小于一个大气压，此时汞原子主要辐射波长为 253.7 nm 的紫外线。紫外线对眼睛的辐射如果超过一定

剂量，会引起眼球角膜和结膜炎症，因而不可以直视汞灯以免灼伤眼睛。2) 激光是一种亮度极高的光，

使用不当就会对眼睛和皮肤造成伤害，甚至会引起火灾，电击，烫伤等严重危害。激光束输出的能量集

中，强度高，使用时应注意切勿迎着激光束直接用眼睛观看。3) 钠光灯是一种发光效率很高的气体放电

光源，金属钠被封在抽空的特种玻璃泡内，泡内充以辅助气体氩。钠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元素，遇到

水会产生剧烈反应和爆炸，因此使用钠光灯时注意不要碰撞、不要与水或火接触。另外，打开钠光灯电

源后，应直到实验结束再关闭，中途频繁开关会影响灯管寿命。4) 光学元件(如透镜、棱镜、分光板)易
损，使用时动作要轻、缓。轻拿轻放，避免跌落到地面。 

2.4. 电磁类实验室存在的不安全因素 

电磁学实验室常开的实验项目有：铁磁材料磁滞回线和磁化曲线的测量；RLC 电路的暂态过程；磁

阻传感特性的测量；(惠斯登&双臂)电桥法测电阻；圆线圈和亥姆霍兹线圈磁场的测量；示波器的原理与

使用等。常用的实验仪器有万用电表、电源、电表等。电磁学实验常见的问题有：1) 插座的注意事项：

插座不能放置于地上，插座上不能同时供应多台大型教学设备，大型教学设备必须有专项供电；2) 经常

检查电线，插座和插头，一旦发现损坏，立即更换；3) 实验室内电路容量，插座等应满足仪器设备的功

率要求；4) 绝不可用湿手开关电闸和电器开关；5) 应常用试电笔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漏电。 

2.5. 近代物理类实验室存在的不安全因素 

近代物理实验项目内容设计面很广，原子物理、核探测技术、激光 X 射线、磁共振、微波技术、低

温物理、半导体物理等等，因此存在较多方面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来源有：1) 强磁场；2) 放射性核素；

3) X 射线；4) 高压；5) 超低温；6) 有毒有害气体。对于涉及放射性、高压、有毒有害气体及其它可能

造成人身伤害的，要严格遵守规程和教师的指导。在离开实验室时，要注意检查关火、关电、关气、关

门窗等事项。 

3. 物理实验室安全教育微课体系的构建 

3.1. 物理实验室安全教育微课的内容与形式 

根据物理实验室运行情况和实验项目开设情况，在设计物理实验室安全教育微课内容时可以分为三

个模块： 
1) 模块一——物理实验室安全教育入门微课 
教学目标：通过安全事故案例展示，学生要知道实验室安全教育的目的、意义和重要性；了解实验

室的各项规章制度，重点掌握实验室学生守则；通过实验室不安全因素分析，掌握以安全为前提的自我

防护技能；树立积极正确的实验室安全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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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① 本节课的作用和地位：本节课是对学生进行实验室安全教育的第一篇章，通过本部分

内容的学习，学生可以树立基本的实验安全意识，掌握个人防护技能，避免人身和财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② 知识体系：首先介绍实验室安全重要性，其次介绍物理实验室基本情况和基本功能，实验室分布图以

及安全通道的位置，实验室开设的实验项目简介，实验室的安全防护级别及其注意要点，实验室安全管

理制度展示、实验者基本的着装要求，以及实验室危险因素分析等。③ 教学重难点：把物理实验室学生

守则作为教学重点，实验室危险因素分析作为教学难点。 
教学模式与策略设计：利用生动真实的实验室安全相关情景导入本次课、通过案例分析、问题讨论

展开本次课程内容讲解。 
2) 模块二——物理实验室安全常识微课 
教学目标：通过五种实验室安全常识的讲解，学生要掌握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近代物理实

验室常用仪器的安全注意事项；当遇到异常现象时，自主排查故障并解决遇到的仪器问题；增强学生自

我安全教育，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 
教学内容：本部分教学内容相对比较丰富，设计微课时可以将本模块的四个安全事项分成四次微课。

① 力热学实验室安全事项主要包括常用量具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如游标卡尺的使用方法、螺旋测微

计的使用方法、米尺的使用方法等。常用加热装置使用时注意防火、防烫伤。② 电磁学实验室安全事项

主要介绍四个方面内容：电源；电表；电阻箱与滑线变阻器；电学实验注意事项。③ 光学实验室的安全

事项：光学实验仪器的正确使用与维护；常用光源：白炽灯、汞灯、钠光灯、氦氖激光器。④ 近代物理

实验室安全事项：实验前要清楚相关仪器的性能、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近代物理实验中要涉及高能、

高压、高温、低温、低气压(真空)、激光、化学等方面，必须严格遵守实验操作规程，精力要集中。 
教学模式与策略设计：通过实物展示和真实课堂事故模拟，学生参与课堂演习的形式进行授课。 
3) 模块三——实验仪器使用和维护 
教学目标：通过让学生了解物理实验仪器的使用注意事项，学会正确使用仪器，如遇故障，能够进

行简单的分析和处理。 
教学内容：学生选修《大学物理实验》课程，除了学习常规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以外，实验指导

老师还要求学生学习的内容包括仪器的操作规程、维护保养规程、清洁规程、使用注意事项和紧急情况

处理。① 实验前要借助实验教材和仪器使用学习平台对即将使用的仪器进行熟悉，首先了解仪器的基本

结构和组成部分，其次是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② 关于仪器的维护与保养主要是光学仪器和电子仪器。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要保持清洁和干燥，避免光学仪器受潮和受到灰尘的影响，经常清洁仪器的镜片和

透镜；光学仪器内部结构非常精密，受到碰撞容易导致损坏，因而要避免碰撞和剧烈震动。在使用过程

中，轻拿轻放，避免剧烈震动；另外为了保证电子仪器的正常运行，需要定期清理仪器上的灰尘，可以

使用清洁刷或专用清洁剂进行清理，但要注意避免液体接触到电子元件。③ 应急处理。大型创伤、烫伤

事故发生后，要立即将伤者转移到安全地方并拨打急救电话，按急救要求对伤者进行创伤止血，等待医

务人员并保护好事故现场。正常教学过程中突发电器或电路火险，应立即切断电源，第一时间拨打火警

电话，组织义务消防员灭火。同时按消防通道路线紧急有序疏散现场师生员工。 
教学模式与策略设计：通过演示法讲解仪器的维护与使用，结合场景模拟事发现场处置方法。 

3.2. 物理实验室安全教育微课体系实施措施 

1) 新生入学教育环节开展安全教育 
很多高校在新生入学第一周内会组织参观学校的各种实践场地，物理实验中心是参观的场所之一。

在参观环节中，讲解员要重点介绍实验室的分布情况、实验室功能、实验室安全级别、实验室学生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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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培养学生安全意识和安全文化。 
2) 结合绪论课开展安全教育 
物理实验是理工类大学生的第一门系统实验课。为提高实验室安全教育的效果，普及安全教育，物

理实验室开展物理实验的绪论教学，把安全教育作为实验绪论教学的一项重要必修内容，重点学习加强

实验室安全教育的目的和重大意义。从实验室安全制度、安全意识的建立、安全技能的培养、基本器材

的使用、认识安全标识等方面进行教学。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学习《实验室安全手册》，保证每位同

学能从中学习到安全知识、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获益终生的安全技能。 
3) 利用实验课环节开展安全教育 
物理实验课堂是实验室安全教育的非常重要的一条途径。实验指导老师可以利用各个教学环节对学

生分类进行安全相关的教育。在实验操作前，指导教师要向学生讲解实验的不安全因素，实验操作时候

要注意检查学生的操作是否规范，及时给予指导，对于仪器使用时出现故障要正确排除其原因，不能盲

目操作。实验结束环节要认真整理仪器，务必先断开相关电源，再整理导线或仪器配件。 

4. 结语 

安全稳定是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学校越来越重视师生的安全教育问题，每学期针对学生不仅开

设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还会组织师生进行安全演练和线上或线下的安全培训。物理实验室作为人才培

养的重要场所，各类高校已经把实验室安全教育纳入学生培养环节。因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

微课形式的实验室安全教育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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