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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on education, opening laboratory to student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open laboratory. Aiming at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everal measures for opening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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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创新教育的培养方向，实验室开放给学生作为创新平台是必然趋势。而在尚未成熟运作开放实验室

的情况下，现在依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针对现状，笔者提出了开放实验室建设的几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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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培养方向，高等学校的实验室和实践环节是培养学生创新开拓精神和创新能

力的重要场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必须构建开放型实验教学体系和建设开放型实验教

学平台。而在构建开放型教学实验室的同时，存在诸多的问题。如开放型实验室管理制度的建立、开放

型实验室安全责任人的明确、开放实验室的经费投入等。本文综述了开放型教学实验室的必要性及存在

的问题，针对目前的现状，提出了几点开放型实验室构建的措施。 

2. 传统实验室的现状 

高校传统实验室建设是按照相应专业需求的课程要求来设置实验室，实验教学由教研室自主安排，

自主管理的体制。实验室的使用主要用于教研室负责课程的学生的本科教学使用。传统实验室存在设备

利用率不高、实验室功能单一；实验条件落后、实验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传统实验室的封闭管理必然

导致一些仪器设备的重复购置，造成实验资源的浪费。部分仪器的专管专用也导致出现仪器利用率低等

问题。随着高等学校不断推进素质教育，各种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的设立，越来越多的学生寻找创新的

平台，实验室的开放迫在眉睫。 

3. 开放实验室的必要性 

开放实验室就其内涵和功能而言，可以分为实验时间的开放、实验内容的开放和实验对象的开放。

实验室开放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

于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同时也能提高实验室资源利用率。 
实验室的开放配合开放式实验教学还能调节学生学习的时空。传统实验教学都有固定的时间来完成，

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实验教师安排对实验课程的安排。一些探索性实验，实验时间并不能完全列入固定

课表，实验室的开放给开放式实验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4. 开放实验室存在的问题 

由于实验室条件的限制，教学实验室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要对外开放实验室。这面临着一定的困

难，主要集中为以下几个问题： 
1) 实验室开放管理制度不完善。基于传统实验室的管理属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对于管理人员来说相

对容易把握。实验室开放以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管理的难度加大，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实验室管理人

员开放实验室的意愿。一方面实验室在国家的提倡下不断的开放实验室。另一方面，由于开放后的职责

不明确，实验室安全得不到保障，实验室管理人员不可能一天 24 小时在实验室进行管理，在多种因素的

干扰下，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的参与性难以提高。 
2) 对于开放实验室的经费投入少。一方面，学校对实验室的开放非常重视，但每个实验室的实验维

持费是按照培养计划制定的实验学时数来划拨，在保障实验室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实验室的开放维持得

不到相应的保障。就笔者所管理的实验室来说，随着上课班级的增多，实验室每年都需要增加三角瓶、

烧杯、玻璃棒、玻片、量筒等玻璃仪器，同时，还要增加一些电炉、微波炉、天平等设备，一些大型设

备只能依赖于其他的经费来增加。开放实验室的同时，这些消耗性用品的借用，仪器的损坏等都需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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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实验室的维持费用，而目前针对于此还未增加费用。 
3) 实验技术人员的提升平台有所欠缺。目前高校都普遍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制定大量吸引有科研能

力的优秀人才的优惠政策，但对于实验技术队伍建设还是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实验室管理人员队伍的

学历逐渐提升，但进入岗位后能获得的培训或进修机会少，相关待遇较低，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实验人员

对于从事实验教学、研究及管理水平的提高。 
4) 电脑化、网络化管理平台薄弱。传统的以手工、纸质管理方式为主的实验室管理模式已很难高效

地管理实验室。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管理趋于电脑化、网络化。基于网络化的实验

室开放管理系统可以运用于实验室运用管理，学生老师可以根据系统查看实验室空余时间，根据空余时

间申请实验室的使用。既可以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也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还可以运用实验室管理系统来

进行药品、仪器等管理。用于管理药品能清楚的掌握实验室拥有药品的动态，避免重复购买，造成浪费。 

5. 构建教学实验室的开放与管理提升措施 

针对现在教学型实验室开放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个措施： 
1) 健全开放型实验室管理制度及责任制度。建立相应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做到有制度可循，此为根

本。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是实验室不断开放创新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制度是通过责任、权

利、利益来规范主体行为和调整主体间关系的规则体系[1]。学校层面，二级学院，不同功能的实验室都

应该分别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及责任制度。尤其是一些有毒性物品存放的实验室及放置大功率仪器设备

的实验室，制度的制定显得尤其重要。同样，责任制度的明确在实验室开放过程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针对不同的开放人群，安全责任人需要细化并明确。如开展毕业论文实验的同学，责任人由导师承担；

开展创新创业实验的同学，责任人由指导老师承担。如果没有其他相应的责任人，实验员抵制实验室的

开放是必然的情绪。 
2) 开放型实验室管理实施与监督。对于一个实验室的管理而言，需要得到的是老师、学生对实验室

管理人员的多方配合与支持。一旦实验室的制度制定下来，更难的是管理制度的实施与持续性问题。譬

如，制定了实验室仪器设备的使用登记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不仅仅单方面靠实验员来维持，这些工作

更需要得到实验老师及同学的配合。事关实验室使用制度及安全管理理应作为学生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

操作的一个重要问题，譬如一些责任意识、安全意识等。实验室开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了许多人、

财、物的细小而繁杂的事务，这就需要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协调，维护实验室高质、高效运行。只有严格

的遵照实验室管理条列来实施，实验室才能更高效而有序的进行。 
3) 实验人员与实验室勤工助理共同管理模式的建立。采取的模式是——以实验管理人员管理为主，

学生管理为辅的模式，学生在实验室管理人员的指导下协助管理实验室。由于实验室空余时间多为周末、

晚上等时间，而管理人员不可能所有时间均有空余时间。受到实验的延续性、学生的空余时间等条件的

影响，实验室的开放需要在晚上及周末开放。因此，实验室配备了学生助理，由其协助教师管理实验室。

既为学生到开放实验室进行实验提供方便，又保证实验设备相对安全。 
4) 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培养与素质优化。实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实验室文化建设，是植保实

验室持续发展的目标。应加强实验室人员的素质建设，采取各种激励和培训措施，不断提升实验室人员

队伍的专业水平和管理水平。如部分高校实验员可以评正高级实验员，这极大的促进了实验管理员自我

提升。 
5) 加大对实验室开放的经费投放。针对实验室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学校理应对此增加实验室

维持费用。随着开放的增加，实验室仪器使用频率增加了，实验室玻璃器皿等的消耗性物品的使用也增

加了，这些必然会照成仪器的损耗和一些器皿的损坏。因此，对于实验室的开放，除了加强管理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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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该加大此项经费的增加。 
6) 信息化管理模式的建立。随着实验室开放规模的不断扩大，以人工为主的传统实验室管理方式已

经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弊端不断浮现。实验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制约提高实验

室开放水平和服务质量的瓶颈[2] [3]。信息化管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对于实验室的高效、安全运

行也有重要作用。这将是高校实验室管理的一个趋势。 

6. 结语 

随着实验室的开放力度，教学型实验室实行以实验教师管理为主，学生管理为辅的管理模式。该模

式既保证教学实验工作的正常开展，又为学生提供课外科技创新的实验平台。在保证了实验室开放的时

间和开放效果的同时锻炼了学生的实际管理和自我管理能力，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和团结协助、协作共

事的精神。要使实验室完全向学生开放，其管理及运作模式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随着创新素质培

养的重视，教学实验室平台开放给大学生使用是必然的趋势，而在现今的现状下开放实验室的信息化管

理也将成为高校管理的发展趋势之一。如何高效合理安全的将实验室开放给学生作为创新平台是个重要

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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