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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中等医学类学校在培育专业医学人才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全国各地

的中等医学类学校每年都会向社会输送大量的医学人才。中等医学类学校的人才培

养，需要兼顾专业理论知识和职业实践能力两方面素质，而以往很多中等医学类学

校都存在着重理论教学、轻实践训练的问题，究其原因，与中等医学类学校实验室

建设滞后有很大关系。基于此，本文将选取山西省太原市某卫校为案例，运用文献

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中等医学类学校实验室建设的现状、

问题、原因及解决对策进行研究。

中等医学类学校实验室的建设，对于实践型医学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加强

中等医学类学校实验室的建设工作，不仅是中等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巩

固医疗卫生产业人才基础的必然选择。通过对山西省部分学校的走访，结合山西省

中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报表的相关数据，发现山西省在中等学校实验室建设方面

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如实

验室建设的陈旧落后、实验室的构建不合理、实验用房利用不合理、实验仪器装备

整体水平不均衡、管理体制及机构不清晰、教学模式不科学、实验队伍建设不完善、

实验经费投入尚需科学的规划等。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可行性对策。

关键词：中等学校；实验室；实验室建设；实验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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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condary medical schoo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medical personnel and supplying a large number of them to society every
year. In order to cultivate talents in secondary medical schools,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consideration to both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al ability.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medical schools, such as emphasizing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neglecting
practical training. The reasons are related to the lagging of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in secondary medical schools. Based on These reasons, the
author will select a medical school in Shanxi Province as a case,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view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s, problems,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in secondary medical schools.

To construct laboratories of Secondary medical schools is significant
for cultivating practical medical talents. In addition,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atories of Secondary medical schools will not only be a
vital requirement of developing Secondary medical schools’ education, but
will also be an essential choice of consolidating the talent base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Throughout visiting some Secondary medical
schools in Shanxi Province and combining the relevant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imperfections and problems to solve urgently. Moreover,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analyzed further, such as run-down
construction of laboratories, unreasonable construction of laboratories,
un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laboratory rooms, unbalanced level of the whole
experimental equipment, unclear management system, unscientific teaching
mode, imperfect team 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planning of experimental
funds. Aiming at the problems in the survey, some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deeply.



IV

Keywords: Secondary school; Laboratory;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Laborator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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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教学是学校的主体工作，实验教学是学校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医学实验

室是医学教学、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办好学校的根本。实践型医学人才培养具

有重要意义，加强中等医学类学校实验室的建设工作，不仅是中等医学教育发展的

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医疗卫生产业人才基础的必然选择。为进一步分析问题产生的

原因，如实验室建设的陈旧落后、实验室的构建不合理、实验用房利用不合理、实

验仪器装备整体水平不均衡、管理体制及机构不清晰、教学模式不科学、实验队伍

建设不完善、实验经费投入尚需科学的规划等。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完

善山西省中等学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建议，提出了实验室硬件建设的新思路、提

出了完善实验室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的建议、提出了开放教学模式和科学的实验教

学管理的建议、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实验队伍建设的举措、提出了完善实验仪器设备

的信息化、网络化、科学化的管理方法、提出了加强实验室完全管理的必要性。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1.1.1 研究目的

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强调学生专业理论知识与业务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尤其是

中等医学类学校在人才培育中，医学专业知识和临床实践能力更是缺一不可的，这

也是保证未来医疗卫生服务安全的重要条件。实验室在实现培养实用性人才以及培

养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使命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医学类实验室作为医学生业

务实践能力培养的基础，其建设工作也是大多数医学类学校工作的重点环节，加强

医学类学校的实验室建设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但目前我国中等医学类学

校的实验室建设情况，还不够理想，很多中等医学类学校的实验室建设还不完善，

实验室对于学校人才培养的价值，得不到充分发挥。为了有效提升中等医学类学校

实验室建设的水平，促进优秀医学应用型人才的有效培养，本文选取山西省太原市

某卫校为案例，针对中等医学类学校实验室建设的问题及对策进行研究。

1.1.2 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角度而言，近年来，我国对于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了一定的

热度，教育管理工作对于教育实践的重要作用也被人们所认识，但由于在该领域理

论研究的起步时间上相对较晚，在理论体系的发展水平上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

医学类学校的教育工作本身具备一定的特殊性，我国目前针对医学类院校，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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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医学类学校的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发展相对还较为滞后，专门针对中等医学类学

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相关研究整体数量还较为不足，这也是目前我国教育管理理

论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基于此， 本文选取中等医学类学校为例，对中等医学类学

校实验室建设的问题展开研究，其理论意义就在于，通过研究所得出的理论成果，

丰富当前医学类学校教育管理理论研究成果的数量，弥补在该领域研究上的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我国教育管理及相关领域理论体系的完善，为广大教师和教育管

理工作者提供参考借鉴。

从实践意义角度而言，实验教学是所有医学类学校教学工作开展中至关重要的

一部分内容，也是培养具有较强理论知识与较高实践技能水平的医学专业人才的必

要基础，而实验教学的有效开展离不开一系列基础设施与条件的支持，实验室便是

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方面要素。当前国内的中等教育的发展中，还存在着理论与实践

结合不紧密的问题，社会公众对于中等教育的重视度也远不及高等教育，对中等教

育，尤其是中职、中专教育，更是缺乏关注度，对学生能力培养要求不够严格，导

致很多学生实践能力不足。而中等医学类学校一般学制在两至三年，理论知识多，

教学压力较大，很多学校为保证教学进度，将教学重点放在医学理论知识的传授上，

实验教学比重较低，在实验室建设上也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满足实践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实际需求。加强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对于保证中等医学类学校专业人才培养

的实践效果具有关键意义。基于此，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就在于，通过研究的开展，

帮助作为本文案例的太原某卫校解决实验室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强该卫校实

验室的建设水平，优化卫校实验教学的基础条件，为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保障。

同时也通过本文研究所获得的成果，为其他中等医学类学校提供有利的实践指导。

1.2 已有研究综述

实验室建设是科研工作开展的基础，科技革命对于社会发展的强大作用力是全

世界有目共睹的，随着世界各国对于科技发展重视度的不断提高，在科研工作上所

投入的各类资源也不段加大，在理论及应用层面上，对实验室建设的相关研究也不

断加强。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工业基础，以及在科技发展上的优势，在针对实验

室建设的研究上起步也相对较早，也产生了大量的宝贵研究成果，实验室的总体规

模上也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相较之下，我国由于特定时期的经济、政治发展条件的

制约，在实验室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上，起步要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取得

的研究与建设成果仍显不足，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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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国外经验的借鉴，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与西方发

达国家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国内外实验室建设的相关研究，也普遍与教育事业相

关联，很多高等院校和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实验室建设研究的重要参与主体，且很

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往往也直接在学校中加以运用，这也为实践应用型专业人才的

培养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科技革命的爆发，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为世界各

国所重视，一些国际上的发达国家，也借助科技发展的契机，实现了自身实力和国

际影响力的极大增强。纵观美、日、英、法、德等国际上的科技发达国家，大多数

都将科研工作放在了关键的位置，国家对于科研基础建设也普遍给予高度支持

在实验室建设上，也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资源，以着力打造国际一流实验室为

目标，这也是这些国家科技水平处于世界前列的重要保障因素。本文中则选取美国、

德国、英国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例，对其实验室建设及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概

述。

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也是世界首位的科技强国，美国对于科技创

新研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重视，在国家实验室的建设上，已经进行了超过 60 年的探

索，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果。从上世纪中叶至今，美国陆续建立的国家级实验

室数量已经达到近千所，大型综合性实验室的数量也超过百所，据美国国家能源部

统计，截止 2015 年底，仅美国国家能源部下属的 17 所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就超

过了 2 万人，在国家实验室工作过，或参与过项目合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 115

位，工作人员总体数量更是达到近 6万人，实验室规模、科研队伍力量由此可见一

斑。目前美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国家实验室系统，覆盖各领域绝大多数的科

技研发项目，为美国科研水平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美国国家实验室建设所取得的成

功很大程度上依仗于数额庞大的经费支持保障。2015 年对美国 17 所国家实验室的

运行经费的调查数据显示，这些实验室运行经费总额度就达到了 138 亿美元，如此

庞大的运行经费，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政府拨款支付，多数实验室每年运行经费都在

10 亿美元上下，部分实验室年度运行经费甚至达到百亿美元之上，如美国劳伦斯利

福摩尔国家实验室，就达到 155 亿美元，国家拨款所带来的强大资金基础，给实验

室的基础建设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强有力的保障。美国在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布

局上，充分考虑到了科研工作与高等教育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将大部分实验

室分布在有条件的高等学府以及大型工业企业内，不仅借助高效及大型工业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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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条件和人才资源，推动实验室科研工作的开展，也将科研过程及成果直接在高

等教育工作和产业发展中进行实践运用，从而达到聚合科技资源，发挥科技资源效

益的目标。

德国也是处在当前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德国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国家发展上，大力推动科研工作开展，也是德国国家振兴的

重要举措。德国政府对于科研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更是

德国科研发展的重点领域，在该领域所分配的科研经费预算，在德国科研工作总体

预算中始终占据较高比重，几乎达到了 50%，因此，德国在实验室建设上，也将基

础研究作为实验室建设的重点方向。德国在实验室布局上，也从基础理论研究开展

的需求出发，大多数国家实验室均分布在国内的高等学府中，这也使得德国许多高

校在理论研究能力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德国目前构建起的国家实验室系统是由

四大科研机构体系所构成的，分别为马普学会、亥姆霍兹联合会、弗朗霍夫协会、

莱布尼兹联合会。“马普学会”的科研机构以基础研究作为核心工作任务，“亥姆

霍兹联合会”的科研机构则着重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方面的工作，“弗朗霍

夫协会”和“莱布尼兹联合会”的科研机构将应用研究与公益性研究作为重点的业

务领域。其中“马普学会”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尤为突出，涵盖了近四

成的德国顶尖学术研究理论成果。德国在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经费的支出上，政府拨

款也占据较大比重，基本能够满足实验室 80%以上的经费需求，有效保障了相关研

究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于英国，英国也是依靠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典型西方国家，

在 19 世纪中叶，英国科技水平一度领先世界各国，至今仍排在世界前列。英国的科

技发展与对科研工作的重视也是密不可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在政府的支持，

英国便已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此后又有大量新的研究机构相继出现，逐渐形成

了完整的科研机构体系，大量功能完善的实验室也纷纷建立起来，为英国各领域科

研工作提供了基础支持。英国科研系统发展速度飞快，政府庞大的经费投入所带来

的经济基础是非常关键的。英国政府年均投入的科研经费总量，占据了全球各国科

研经费总投入量的 4.5%，充足的经费保障，也给英国带来了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

出自英国国家实验室项目的研究文献数量占据了全球科研论文总量的 8%，科研成果

引用量更是达到了全球论文引用量的 9%之多，所囊括科技领域国际奖项，占全球各

国科研机构所获得此类奖项总量的 10%，无论在科研成果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得到

了全世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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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外在实验室建设上，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

势，实现了在线教学及管理的目标，打破了限制科研工作的诸多限制因素。以印第

安那州的 MBL 化学实验室为例，在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中便较为注重对计算机设备及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用计算机完成实验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工作，还通过计算机，设

备，在线为学生展示化学实验的全过程，帮助学生掌握实验要点，对学生进行线上

指导，有效提升了实验教学开展的效率。

1.2.2 国内研究现状

受一系列历史因素影响，我国在实验室建设与发展的探索上，探索时间还比较

短，在发展水平上与国际上的发达国家仍有着一定的差距。但在政府及社会各界的

高度重视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我国实验室建设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

到目前为止，经过了 30 余年的探索，无论是在实验室的数量还是建设水平上都有了

很大的提升，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

至 2017 年底，我国累计建成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达到 503 个，是 2012 年的近

两倍。这些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大多分布在国内知名高校和中科院内，高校实验室

建设已成为我国实验室建设工作的重点，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高

校有 75 所，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两所高校附近有十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则

拥有 8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量为 7个。除这些国

内知名高校外，很多普通高校、中等教育学校、职业学校等，也对实验教学给予了

较高的重视，并投入大量资金资源建起了自己的实验室，从而开展实验教学工作。

中等医学类学校是中等教育学校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其办学目的主要是为社会

培养和输送医学专业人才，关系到我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人才供应，以及社会医

疗服务的水平，在中等医学类学校开展实验教学具有着很大的必要，因此我国从

2005 年教学改革时期，便开始推进了全国各地中等医学类学校的实验室建设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中等医学类学校的实验教学。山西省对于中等医学类学校的

教改工作也非常重视，在 2012 年开展中等医学类学校教改实验项目优秀成果评选活

动中，就评选出了优秀教改实验项目百余个，其中较为典型的如职教中心的“网络

课堂在中等医学类学校中的应用”，太原市某学校的“实施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综

合学习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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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以山西省太原市某卫校为案例，对中等医学类学校实验室建设的现状、问题、

原因及解决对策进行研究。论文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方面为绪论，对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已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与方法、

核心概念等进行阐述。

第二方面为中等医学类实验室建设现状，对中等医学类实验室的软硬件建设情

况进行介绍。

第三方面为中等医学类实验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调查对中等医学类学校

在实验室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方面为中等医学类实验室建设问题的成因，主要是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原因分析。

第五方面为解决中等医学类实验室建设问题的对策，针对现存问题及分析得出

的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建议。

最后是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明确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1.3.2 研究方法

文献法，主要是通过学校图书馆、杂志及网络数字图书馆等渠道，搜集与研究

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研读，梳理已有文献中的主要理论和研究成果，整合此前研

究者的主要观点，以巩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研究的选题涉及教育管理学、

教育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内容，通过对相关著作、期刊、论文的搜集、阅读、

分析和思考，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经验借鉴与研究思路的启迪。

问卷调查法，主要是通过结合需要设计和制作调查问卷，向所选取的调查对象

进行发放，通过调查对象对这问题的填写，收集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再进行整合

与分析，从而为研究工作提供基础依据。本研究对太原市某卫校的学生、老师、学

校领导进行问卷调查，旨在通过调查获悉该校实验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访谈法，主要是针对现在调查过程中所发现的重点问题，以及问卷调查中不能

充分反映的问题，以访谈的形式与受访人员进行直接交流，进一步进行数据信息的

收集，听取受访人员的意见，从而为研究工作提供支持。本研究通过对太原市某卫

校的部分学生、老师、学校领导等进行实地访谈，旨在补充问卷调查的不足，增加

数据资料的深度和丰度，为深入分析中等医学类实验室建设存在问题的成因奠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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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1.4 核心概念的鉴定

实验室建设与实验室功能定位密切相关，如医学类实验室的建设就要充分考虑

医学研究及实验教学、实验材料保存的实际需要，对实验室的建筑结构设计、空间

设计、环境设计、设备设施配置以及技术支持等进行选择，以满足实际使用需求。

1.4.1 实验室建设

实验室建设是指包括实验场地、基础硬件设施建设、设备更新、实验技术升级、

科研队伍组建与扩充、科研人员培训等在内的一系列活动，是实验室功能长期有效

发挥的重要保障因素。实验室建设与实验室功能定位密切相关，如医学类实验室的

建设就要充分考虑医学研究及实验教学、实验材料保存的实际需要，对实验室的建

筑结构设计、空间设计、环境设计、设备设施配置以及技术支持等进行选择，以满

足实际使用需求。本文中所述的实验室建设，是指作为案例的太原市某卫校的医学

实验室建设。

1.4.2 中等医学类学校

中等医学类学校是指以医学类专业教学为主的中职、中专学校，担负着培养医

疗、护理、卫生服务专业人才的重要职责与使命，保证中等医学类学校的教育教学

水平，对我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中等医学类学校

普通中等教育学校存在很大的差异，医学专业不仅要求学生扎实掌握专业理论知识，

还要求学生掌握较强的医疗实践操作能力，大量的医学实验，在教学中是必不可少

的，这也需要专业而功能完善的实验室作为保障。本文中作为研究案例的太原市某

卫校便属于中等医学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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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等医学类实验室建设的现状

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学校原有教室资源紧张，为满足教学需要，增加了

大量的教室，但实验室数量却没有随之增加，导致整体数量不足，难以确保所有的

学生都能够充分的利用实验室各类资源。与此同时，部分学科在课程设计上比较紧

密，留给实验教学的时间相对不足，这也造成了相关专业的实验室，存在被闲置的

现象，造成资源浪费。实验设备方面，该卫校基础实验设备较为简陋，实验仪器数

量不足。

2.1 实验室硬件建设

为了解中等医学类实验室建设的现状，对太原市某卫校实验室等硬件建设情况

进行了调查，基本了解了该卫校实验室的硬件条件。调查发现，该卫校实验室在硬

件设备配置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实验场所的建设方面，该卫校各专业实

验室分布较为零散，且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学校原有教室资源紧张，为满足

教学需要，增加了大量的教室，但实验室数量却没有随之增加，导致整体数量不足，

难以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充分的利用实验室各类资源。与此同时，部分学科在课

程设计上比较紧密，留给实验教学的时间相对不足，这也造成了相关专业的实验室，

存在被闲置的现象，造成资源浪费。实验设备方面，该卫校基础实验设备较为简陋，

实验仪器数量不足，很多设备仪器已经非常老旧，仍未能得到及时的更新，大型实

验仪器设备数量缺乏，绝大多数设备单价均是万元以下，仅可以勉强保证基础实验

教学的开展需求。而近年来该卫校在教学课程体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更新，对于

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实验室的硬件条件，与很多专业的教学及科研

需要，仍有较大差距。

2.1.1 实验室的数量与面积

实验室硬件建设是医学类学校教学以及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条件装

备建设是否先进合理是衡量一所大学的办学水平重要指标之一。

实验室硬件建设主要包括：大型实验仪器的购置、实验室用房环境建设等；以

下主要介绍 2010-2011 学年度太原市某中等医学类学校（以下简称该校）实验室数

量、面积，各学科分布以及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数量与设备总值等情况。

2010/2011 学年该校以建设完成的实验室数量为 105 个，其中基础实验室的数

量为 60 个，占全校的 57%，临床实验室的数量为 10 个，占 9%，护理实验室的数量

为 25 个，占 23%，口腔实验室的数量为 10 个，占 9%，在类型上，以教学和科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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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实验室数量分别为 80 个、10 个，其它类实验室的数量为 15 个。

2010/2011学年该校实验室面积总面积共有 12600㎡，其中，基础实验室占7800

㎡，临床实验室占 1200 ㎡，护理实验室占 3000 ㎡，口腔实验室占 1200 ㎡ ，其他

占 600 ㎡。

2.1.2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2010/2011 学年该校价值超过 800 元的教学仪器设备数量约为 3480 台件，其

中用于基础实验室的教学仪器设备数量约为 1020 台件，用于临床实验室的教学仪器

约为 1008 件，用于护理实验室的教学仪器约为 680 台件，用于口腔实验室的教学仪

器约为 772 台件。

2.1.3 实验室贵重仪器设备使用

该校实验室贵重仪器设备 3480 台，其中 3450 项用于实验教学项目的，30 项用

于科学研究项目，10 项用于社会服务项目上。基于这些贵重仪器设备产出的成果包

括：省部级奖项 4项、校级奖项 5项，国家级核心期刊论文 15 篇，省级期刊的论文

30 篇。

2.2 实验室软件建设

实验室软件建设主要包括：技术开发、实验创新、科学管理、设备管理、师资

建设等。本文主要介绍该校对实验室仪器设备的使用、教学任务的承担、教学成果

的情况、实验室人员配备及专职人员的培训情况。

2.2.1 实验室承担任务

2010/2011 学年度该校实验室用于实验教学项目 320 项，其中用于对基础医学

开设的实验项目最多，达到了 260 项，其次是面向护理、口腔专业的学生开设实验

项目；用于教研项目的为 9项，包括省部级以上的教研项目 4项。

2.2.2 实验教学

按照实验项目类别，实验室用于专业实验项目达到 320 项；用于专业基础的为

260 项；用于临床教学为 20 项；用于护理教学的 30 项；按照实验项目类型，用于

验证类实验最多，达到 260 项；用于综合类 60 项。

2.2.3 实验室人员

该校实验室人员分配情况：专职人员为 200 人，兼职人员为 30 人，在实验室专

任人员中双师型教师 180 人，而其他人员 50 人。该校实验室专任人员中实验技术

人员人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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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实验室专任人员共 200 人，按照学历分，最高学历为硕士的人数最多，达

到 120 人，其余学历人数为 80 人；按照年龄统计，35 岁到 50 岁年龄的专职人员 20

人， 35 岁以下的 160 人和 50 岁以上的 20 人。

2010/2011 学年度该校实验室专任人员共有 186 人参加省内外各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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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等医学类实验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等学校不断扩招，以及新专业的设置，现有实验室已经不能满足新设专

业的实验需要，使得新专业的实验室与实验室建设的矛盾极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

实验室建设停滞不前，是存在很多的问题，恰恰减少了学生对实验教学的参与，也

满足不了对现今教育发展的需要。针对太原市某卫校的调查研究存在问题有以下几

个方面。

3.1 实验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这里所讲的实验室建设，主要讲的是硬件建设，主要包括大型实验仪器的购置、

各类型实验仪器设备的配备、实验室用房环境建设等。

3.1.1 实验室的陈旧落后，尚不能满足现今教育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受访卫校在生源数量上出现了持续增加的趋势，对于实验室建设的需

求也不断升级，以往陈旧的实验室难以满足目前医学教育发展的需要。目前该校在

实验室硬件建设上存在着设备陈旧、功能不全、配置不足等问题，影响实验室正常

运行，导致实验室教学工作面临阻碍，也制约着教学的水平。实验室的建设应当能

够为实验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服务，帮助学生更加扎实的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培养

实践能力。随着中等学校不断扩招，以及新专业的设置，现有实验室已经不能满足

新设专业的实验需求，使得新实验室需求与实验室建设的矛盾逐渐加剧。在这种情

况下，实验室建设仍停滞不前，减少了学生对实验项目的直接参与，更满足不了现

今教育发展的需求。

3.1.2 实验室构建不合理

由于各学科在教学工作开展上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实验室建设和仪器

设备配置上，也有着不同的要求，在对受访卫校的调查中，发现该校在实验室构建

上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该校在实验室的整体构建上缺乏多方面的认真考量，

对于各专业实验教学的具体需求把握不当，在部分实验设备仪器的购置上仅考虑局

部利益，而忽视不同专业实验室的设备共享，导致部分实验设备超出必要的重复购

置，不管实验室还存在仪器设备配备过量问题，近而出现部分学科实验室设备仪器

长期闲置，而部分学科实验室却因仪器设备配置不足，难以满足实验教学的需求。

与此同时学校在高端实验设备仪器的配置上存在很大不足，在资金分配上偏重于基

础设施设备的配置，导致实验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缓慢。另外，山西省大多中等学

校的实验室规模偏小，重复建设较多，较分散，未形成综合优势，且各分散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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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之间缺乏信息和资源上的交互共享，以及实验室建设上的经验交流，导致各实验

室功能设计重复，设备配置不足的问题。

3.1.3 实验室用房利用不合理

实验室作为重要的科研及实验教学场所，对于场地用房也有一定的要求，保证

实验室用房的充分合理利用，是实验教学有效开展的基础。在调查中了解到，山西

省中等学校中普遍存在着实验室用房紧张的问题，尽管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各学

校都在场地分配上对实验室建设给与了一定的倾斜，整体增加了实验室用房的面积，

但在实验室用房利用上，不仅用房分配过于分散，并且在使用上也十分局限，缺乏

有效的实验室用房共享机制，相同或相关实验项目中，部分能够得到充分的实验室

用房支持，部分则面临无房可用的尴尬局面，在用房紧张的背后，还存在着有效利

用率低、合理性不足的问题。

3.2 实验室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实验室管理主要是指软件建设，包括管理制度、管理架构、教学形式、师资队

伍等。

3.2.1 当前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足之处

原教育部公布的《中等学校实验室工作暂行条例》规定：“中等学校实验室实

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这个规定有力地促进了实验室建设，加强了实验

室的领导和管理，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一条例在实际的落地执行过程中，也因不同

学校基本条件，办学及管理理念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执行效果，部分学校在实

际执行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具体如下：

第一，统一领导方面：在对实验室的系统划归上，各学校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

差异性，部分学校将实验室纳入到后勤系统管辖，部分学校则将其列入到教学系统

的领导范畴，在这一方面，目前各学校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自然也就难以形

成统一的管理标准，这也影响了实验室管理的整体规范化水平。

第二，分级管理方面：三级管理体制的实施，是为了明确实验室管理层级，提

高管理的清晰度，但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部分学校表现出明显偏重教研室管理的

倾向，院系两个层级参与管理明显不足，反而限制了三级管理的作用发挥。

第三，管理体系设置方面：机构名称多样化，不利于统一管理。

第四，职责范围方面：很多学校在实验室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并没有对不同管

理机构的管理职责进行明确梳理，导致职责交叉重叠的情况十分常见，管理范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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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边界，管理越位、缺位情况时有发生，影响管理效率与效果。

3.2.2 实验室管理机构存在的问题

管理机构是影响实验室管理的核心要素，管理机构设置是否合理，机构间隶属

关系是否明确，权责划分是否清晰合理都需要在实际的管理机构改革中加以重视。

目前山西省中等医学类学校在实验室管理机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管理机构设置不完善。于 1983 年施行的《中等学校实验室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中等学校应有管理实验室的工作机构（处或科）。”从山西省各中等学校

的实验室管理机构建设情况来看，虽然实验室管理机构的总体设置数量有所增加，

但未设置独立管理机构，以及未安排专职实验室管理岗位的学校仍不在少数。

第二，管理机构隶属关系不明确。如前所述，实验室所属上级管理单位不明确，

致使管理机构的层次关系不分明，各校（院）长分工不明确。实验室管理大部分由

主管教学或科研工作的校（院）长领导，这有利于加强实验室建设。至于实验室是

隶属于教学还是科研单位，大多数因各校管理体制而异，对实验室建设及发展是无

关紧要的。部分学校根据实验室管理的规定，将基本实验室管理归属于教务处或各

系部，将实验设备器材管理归于总务处，这种管理体系弊端较多，其整体管理效果

相对较差。部分学校将实验室列入后勤系统中，显然不能适应中等学校实验教学水

平提高及科学研究发展的要求。

第三，管理机构名称不统一。目前山西省各中等学校实验室管理机构的名称不

一致。根据调查，在设置有处级管理机构的学校中有的学校称“设备处”，有的学

校称“实验设备处”。而在未设置处级管理机构或处级管理机构下属科级机构负责

实验室管理工作的学校中，常见的管理机构名称有“实验室管理科”及“设备科”，

此外还有“实验实习科”、“实验室科”、“实验设备科”、“器材供应科”、“教

材设备科”等 10 余种 名称。不同学校因对实验室管理工作重视程度的不同，管理

机构名称设置也存在很大差异，整体来看管理机构的名称非常混乱，缺乏统一标准，

其结果是对推进实验室管理工作极为不利的。

第四，管理机构的职责权限不清。管理机构名称的设置与机构职责是密切相关

的，各学校实验室管理机构名称上的不同，反映出相关管理机构所确定的职责也是

不同的。实验室日常运行和设备器材相关管理已成为大多数学校实验室管理机构的

首要职责，除此之外，多数管理机构仍兼管部分教学及科研工作，我们认为实验室

管理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抓好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工作上，兼管其余一些工作也未尝

不可，具体情况视各校管理规定而定，不必强求一致。但部分学校缺乏对实验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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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应当履行的具体职责、应当达到的标准的具体要求，导致管理机构市场出现

管理越位或缺位的问题，以受访卫校为例，一部分应该主管的工作，未尽到其应有

的职责，却将工作重心转移至协管工作。实际管理工作中呈现出的此类混乱现象，

应加以监管及调整。

第五，校内物资管理太分散。为了加强对中等学校物资的分类管理，国家教委

发布了《关于中等院校物资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强调要加强物资工作的

统一化管理，增强管理体制，将教学、科研、生产、基建、行政、后勤等单位及校

办经济实体的物资工作融为一体。然而，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中等学校所

设置的实验室管理部门，在物资管理上，并没有将校内物资的管理纳入到工作范畴

当中，并且各实验室在物资管理上缺乏资源信息的交流共享，校内物资管理缺乏统

一性，导致各类物资散乱分布，资金使用也缺少统一规划，经常造成资金浪费，物

资利用不充分的问题发生。

3.2.3 实验教学管理和实验教学问题

通过调查了解到山西省很多学校的实验室建设都是根据课程及实验项目进行分

类的，在实际的使用中也存在着明显的边界划分，这种分类建设、独立使用的管理

模式下，实际的使用者范围非常局限，虽然近年来各学校都根据发展需要，对学科

进行了增加，一些新设置学科对于实验室的使用也有着需求，但是原有的实验室管

理模式并未改变，导致一些新增学科由于缺乏专门的实验室，已有实验室在使用上

受到限制，因而实验教学的开展也相对不足，影响了新增学科的发展，对于跨学科

科研工作与实验教学也会产生制约。

在对受访卫校使用实验室开展的教学情况的调查中，也可以发现该卫校在利用

实验室开展实验教学的过程中，除实验室使用存在局限外，在教学应用上也存在问

题。一方面，实验教学过程中的管理僵化，缺乏灵活性，学校对于实验教学的内容、

时间安排、教学流程、实验步骤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要求学生遵守规定，按

部就班的进行试验，学生在使用实验室的过程中并没有多少自主选择的权利，为避

免违反管理规定，在实验操作上也仅仅是机械的执行教师的安排，学生缺乏自主的

思考，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

在这样的模式下，所有学生所得出的实验结果也基本是一致的，并不能通过实

验发现问题，也不能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教师在对实验教学的考评上，也多是关

注最终给出的报告是否规范，实验结果与标准结果的是否相符，量化打分也是过于

简单随意，对于学生的实验过程并不关注，对于学生通过实验所获得主观认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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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得到启发等也不重视。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导致学生将实验单纯的看做是一项

任务，片面关注实验结束后的教师打分，只求通过，不求甚解。实验教学应有的作

用价值也得不到体现。

3.2.4 实验室规划管理问题

通过调查了解到，受访卫校在实验室规划管理上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主要

表现在实验室规划过程中缺乏整体的考量，对各学科实验教学的共同需求缺少关注，

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重复、分布零散，在实验课程的安排上，不同学科之间缺乏交

流，很多相同课程只能重复设置，并缺乏实验项目的创新。为避免实验室设备损坏，

对于参与实验的学生也有明确的限制，所有学生只能够根据课程安排利用实验室进

行学习，而一些学生对于部分实验项目有浓厚兴趣，但由于自身所学的学科不涉及

相关实验课程，所以也就得不到参与的机会，这也就导致这部分学生的兴趣和需求

得不到满足，这也是不利于这部分学生全方位发展的。实验室作为实验教学的重要

场所，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实验室内所投入的各类资源也得不到最充分的利用，

导致资源价值发挥受到限制，这无疑也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

3.2.5 实验队伍建设问题

实验室的有效利用离不开专业的实验队伍作为支持，实验教学的开展效果也与

实验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教学能力息息相关，因此，对实验队伍的建设也是至关重

要的。在调查中发现，受访卫校在实验队伍的组建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

主要表现在实验员数量少，专业能力不足，综合能力不能够满足实验教学需求等方

面。从长远角度来看更是可能影响学生未来进入医疗卫生岗位后的工作能力，给未

来的医疗安全埋下隐患。

实验队伍建设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角色定位上，学校对于实验员的定位往往低于同级教师，导致实验员心

理失衡，工作积极性出现下降。

第二，学校对实验员缺乏重视，专业培训工作的开展存在很大不足，定编上不

考虑教学实际需要，限制实验员的个人发展与能力提升。

第三，实验员素质考核工作不到位，部分实验员缺乏责任意识。

以上实验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针对太原市某卫校在2018年3月开学时分别对

实验室教师、学生进行了访谈以及针对实验建设做了调查问卷，对教师（30 人）和

学生（70 人）共计 100 人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其中 95%有效，5%无效，据统计

对实验室建设中实验室管理、师资队伍软件设施等问题的占到了 40%。对实验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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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实验室硬件设施等问题的占到了 60%。

根据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做了实验室建设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和相应的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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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等医学类实验室建设的成因

中等医学类实验室的工作近年来逐步被受到重视，教育部门对此项工作非常重

视，根据笔者的研究，目前中等医学类实验室存在诸多问题所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

个方面。

4.1 实验室的建设存在的成因

实验教学对于中等医学类学校的教育工作开展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中等教育改

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等医学类学校都已经加强了实验室的建设，这也为实

验教学的开展提供的基础支持。但同时，也可以看到，虽然教育部门及很多学校都

已经提升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重视，但在重视程度上，还不能达到应有的水平。

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中等教育发展速度飞快，在政策支持下，各类中职、中专学校

相继扩大招生规模。同时，随着人们对健康重视度的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人才需

求量也不段提升，选择中等医学类学校就读的学生数量逐年攀升，学校也进一步扩

大建设规模，将主要资金投放在教学楼、图书馆及学生公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

而用于实验室建设的专项资金相对较少，学校在选择上，往往会将实验室建设放在

次要位置，仅利用剩余资金，进行实验室的建设。产地选择、设备仪器购置、配套

设施的选购上，都要受到资金分配的限制，在建设水平上难以满足实验教学的实际

需求。同时，部分学校的领导仍坚持以理论教学为中心的观念，片面关注课堂教学

和学生成绩，对于实验室的建设仅在必要时才进行资金投入，即使是投入了资金建

设实验室，也不重视实验室的管理和使用，甚至允许一些教师占用实验教学的课时，

进行理论教学，导致实验室资源被限制，或因管理不当导致设备仪器缺乏维护而损

坏，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及实验室的长期稳固发展。

4.2 实验室的管理存在的成因

实验室的建设与功能发挥离不开有效的管理体制作为保障，但在对受访学校的

调查中，发现该校在实验室管理中，所使用的还是上个世纪较为常见的校-院-系三

级管理模式，逐级向下细分，落实到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上，各实验室都被按照专业

做了细致的划归，并相应制定了各自的需求标准和管理规定，呈现出细致而全面的

特点。然而从目前的医学学科及专业的特点来看，各学科间并非是相互独立的关系，

很多学科间都有着较强的交叉关联性，在课程安排上也有很多相同相近之处，在实

验室的建设、使用中，三级管理模式往往忽视学科间的关联性，这也就会导致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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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大量重复建设、设施设备重复配置、课程重复开展的问题出现，造成资金资源上

的浪费。在传统的管理体制下，还习惯于将实验教学放在理论教学的从属地位，仅

在理论知识需要通过实验进行检验的时候，才开展实验教学工作，一般情况下，仍

旧以理论教学为主，这样就造成了实验室经常闲置，在管理上也容易被轻视，导致

实验室建设滞后，使用率低等问题的出现。

4.3 实验室工作人员缺乏存在的成因

实验室管理需要有专职人员来负责，但由于学校对于实验室建设与管理重视度

不足，将实验教学放在理论教学的从属地位，也就导致学校在人员编制的分配上，

也将实验室放在次要位置，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招聘与安排上，所分配的名额较少，

综合素质能力不高，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数量不足，工作力量薄弱，不能够满足实

验室使用和管理的实际需求。并且在对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定位上，也不能提升到与

教师同等的位置，导致其在工作中缺乏积极性，在配合教师开展实验教学，以及对

实验室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能认真履职，影响实验室实际使用价值的发挥。此外，

在传统管理体制下，缺少整体的把控，在实验室管理制度规定的建设上，也缺乏统

一的标准，各系、各专业在管理上遵循各自的规则，总体来看，实验室的管理较为

混乱，管理权利和责任大量交叉重叠，在出现问题后的管理责任界定上，也较为困

难，这也就增加了实验室管理的难度和阻力，影响实验室管理的有效性。

4.3.1 实验室缺乏高水平的实验人员

实验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实验教学开展的有效性与安全性，而调查中

发现，受访卫校不仅实验人员数量不足，现有实验人员队伍中高素质、高水平的实

验人员也较为缺乏，占比较低。由于学校对于实验室建设与使用重视度不足，在对

实验人员的选拔与考核上，也就较为随意，并没有对实验人员的专业知识、实践操

作能力、管理能力、实验室维护能力等进行严格要求，导致很多实验人员仅能够完

成基本的实验操作和管理工作，对于相对复杂的实验研究、设备维护、创新研究等

工作，难以有效胜任，自然也就难以保证实验室管理的效果。而部分高水平的实验

人员，也因学校的忽视，而最终选择离职，这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实验人员队伍的

整体工作能力。

实验室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水平，在

对受访卫校的调查中，发现受访卫校在实验室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建设上，也存在

不足，除高水平实验人员缺乏外，现有工作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在基本的素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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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上，也不能充分保证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需求。部分工作人员是其他部门人员临

时调配到实验室的，也有部分工作人员是直接从外部招聘的社会人员，这些人员在

上岗前都没有进行专业的培训，加之学校在实验人员的待遇和定编上都与同级教师

有很大差距，因而所能够吸收的工作人员大多在整体素质上相对较低，并且在上岗

后，学校针对实验室人员队伍的培训工作跟进也十分不到位，整体导致实验室人员

队伍的素质得不到有效提升。

4.3.2 实验室建设资金不足的成因

对于中等医学类实验室建设，资金投入方面的原因，许多实验室存在规模小，

条件差，实验室设备陈旧老化等现象。中等类学校一般多重视理论而轻实践。所有

在学校的总体管理下对实验室设备的投资就不足。

中等医学类的实验室经费是专门用在学生的实验教学中，但由于在学校管理中

的不严格，往往就造成本来就用于实验教学中很少的实验室经费受到挪用和浪费，

常见的有挪用有作为科研经费的使用，低值耐用品的重复采购经费使用等；甚至有

些教师认为实验经费是学校按照实验课程来拨给任课老师的，从而造成那些实际上

必须超费用的实验项目开设起来就非常困难。

4.3.3 实验室设备利用率低

近年来每个学校都在力争扩大学校的招生规模，尽管在扩大招生的基础上加大

了实验室的建设力度，但是由于设备的到位情况以及学校与老师的重视程度不足，

所以学生的单独动手能力比较局限，只能几人一台，达不到每人一台，为此有些学

生实验课上也就少动手甚至是不动手，长久以来造成实验室的设备使用率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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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解决中等医学类实验室建设问题的对策

在中等医学类学校教育教学发展到今天，如何规划好中等医学类实验室的建设

工作，怎样能提高中等医学类实验教学的质量，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逐渐成为当

前实验室建设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现阶段中等医学类学校实验室管理工作

可以转变成新的管理运行体制。

5.1 实验室硬件建设的新构思

实验室建设的关键在于硬件建设，要解决中等医学类学校实验室建设的问题，

首先还需要从硬件建设方面探索新思路，完善实验室硬件体系。

5.1.1 实验室建设的综合性

统筹规划和总体设计是实验室硬件建设的可行思路，基于当代中等医学类学校，

各学科之间交叉关联的特征，应当充分考虑跨学科、跨专业开展实验教学的需要，

运用综合性思维，努力打造功能完善、资源共享的综合实验中心。综合实验中心的

建设并非是要打造一个万能的试验基地，将所有的实验教学资源全部纳入到中心当

中是不可取的，还需要充分考虑学校各学科发展即总体教学工作开展的需要，合理

的进行规划。其可行的思路是，通过对各学科实验教学需要的整合分析，明确学科

之间的关联性，将教学内容、实验需求相近相关的实验室，进行统一建设，根据学

生规模，确定实验室用房及硬件配置，合理规划课程安排，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情

况下，安排关联密切学科的学生共同使用实验室开展实践活动。尽可能确保资源最

优化利用，减少各类实验设备仪器长期闲置的现象，提高实验资源的利用效率，也

便于实验室的统一管理以及各类设备的统一维护。综合性实验中心的建设，不是单

纯的实验资源进行整合，对于整合后各实验室的资源，也需要做到灵活调配，根据

实际需求做出适应性调整，提高资源的共享水平，这也有利于集中资金，设计现有

仪器设备，加快技术升级。

5.1.2 实验室建设的联合性

综合实验中心的建设是校内各学科统筹规划的策略，还要加强硬件设施的建设

水平，不仅需要强化各学科之间的统筹合作，还需要加强校与校之间、以及校企之

间的多元合作，通过学校与学校，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联合建设，完善实验室硬件系

统的功能，提高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水平，并为学生从学校进入岗位的过渡，创造

良好的条件。通过调查了解到，山西省中等医学类学校的联合性实验室建设还处在

探索阶段，目前还没有出现完全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此类实验室，因此，这也市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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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类学校实验室建设发展探索过程中，可以尝试的新思路。具体的建设方面，学

校与学校之间可以加强校际交流与沟通，互相分享实验室建设及管理方面的经验，

整合各学校可利用的场地、资金及资源，协同进行实验室的建设，统一购置实验设

备、仪器及配套管理维护设施，发挥合作优势，提升实验室的整体建设水平。学校

和企业间也应加强合作交流，学校多了解企业现状，以及企业各岗位对于人才能力

培养的实际需求，企业则从工作实践的角度，为学校实验室建设提供经验指导，通

过合作建立专门的企业模拟实验室，创设真实的企业工作情境，让学生在这样的工

作情境中，锻炼实践的能力，提升专业技能。同时，通过实验室科研项目所取得的

成果，也可以直接应用到企业的生产当中，实现科研成果的直接转化，达到“产”

“学”“研”相结合的目标，更充分的发挥实验室的价值。

5.2 完善实验室管理体制及管理机构

科学的实验室管理体制建设与管理机构设置，是保证实验室使用价值有效发挥

的基础。当前，山西省许多中等医学类学校都已经加大力度推进自身的体制改革，

实验室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传统管理机

制的制约性已经表现出来，加强对管理机制的创新调整，优化管理机构设置，已经

成为山西省中等中医类学校解决实验室建设问题的必然选择。

5.2.1 健全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

健全的规章制度是保证实验室有效管理的重要依据。受访卫校在以往的实验室

管理过程中，并没有对管理规章制度进行完善的建设，这也是导致实验室管理失效

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该校应当总结以往经验，对实验室管理的各项工作进行整

合，重新考量原有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对原有规章制度中不合理、不适用、

不完善的地方进行纠正和调整，对制度内容进行充分细化，明确具体的管理要求和

标准，增强管理制度的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对实验室管理及使用各相关人员的

职责这是明确划分，确保所有人员能够遵循相关的职责要求及制度规定，规范的使

用实验室资源，开展实验室维护工作，充分发挥实验室的功能价值，为实验教学的

开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5.2.2 建立中心实验室

实施统一化、规范化的管理能够提升管理工作开展的有效性，而中心实验室的

建设，则有利于保证管理工作的统一化、规范化水平。受访卫校以往的实验室管理

存在零散、分散、混乱、低效的问题，极大的影响了实验室资源的利用效率，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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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对此，该校可以通过建立中心实验室，整合校内可利用的各

类实验资源，包括各类医学实验设备、仪器、实验材料等，在中心实验室进行统一

的合理分配，并纳入信息系统进行管理，动态性的了解实验资源的使用情况，根据

各学科实验教学的需求，科学安排教学课程，关联学科共同开展实验教学活动，根

据实际需要进行实验设备仪器的购置与升级，在满足学生充分参与实验活动需求的

同时，促进各类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发挥，这也能够为学校节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

成本。

5.2.3 实行开放式管理

实验室不仅是实验教学的重要场地，也是学生在校动手实践的主要场所。中等

医学类学校所开设的大多数专业，都对学生的实践能力有所要求，这也是学生未来

能够顺利应对工作岗位要求的重要基础。受访学校以往僵化的实验室管理模式下，

学生只能按照课程安排在教师的要求下，按部就班的进行少量的实验操作，在学生

实践训练的量上是远远不够的。对此，该校应当实行开放式的管理模式，改变以往

仅有实验课上才能使用实验室的规定，为学生课外基于兴趣、自我提升目的在实验

室使用提供许可条件，在不影响实验室正常教学活动的情况下，准许学生通过申请，

使用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练习，并根据需要安排专业教师或实验室工作人员，提供

指导帮助，以此来增加学生实验训练的机会，也能够弥补实验课时间紧张，学生实

践训练不足的制约。与此同时，还可利用实验室场地定期组织学生临床医疗护理等

专业的技能比赛，通过设置相应的奖励，吸引学生踊跃参加，以此来激发学生的竞

争进取意识，鼓励学生不断强化自身专业实践能力。对于比赛中选拔出的优秀学生

个人及学生团队，可以代表学校参加校际比赛，从而让学生通过自身的能力发挥，

为学校以及学生自己赢得荣誉，满足学生的自我成就需求，强化学生参与实践训练

的积极性，发挥实验室对于优秀医学人才培养的积极作用。

5.2.4 组织一支热心于实验又有一定操作能力的辅导队伍

教师是实验教学活动的重要主体，承担着教学、指导、课堂把控、评价等多方

面的职责。近年来，中等医学类学校的扩招，使得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应对的

学生数量越来越多，以往单纯依靠教师的实验教学课堂管理模式中，教师往往要面

对较大的压力，还可能导致部分学生因得不到教师指导，掌握不了要领，难以在实

践中有所收获。对此，应当从实验教学课堂管理方式的改变着手，充分发挥学生自

主管理的作用，选拔专业基础和实践能力较强并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等优秀学生，进

行专门的训练，使他们成为学生辅导员，在课堂上辅助教师开展实验教学，给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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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以指导，并参与课堂管理，以此来减轻教师在实验教学中所面临的压力，同时

加强学生之间的互动性，通过学生互帮互带，整体提升学生的素质能力。

5.2.5 开设相对独立的实验课程

实践能力是医学类专业学生所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能力，因此，医学类学校对

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也是不可或缺的。包括受访学校在内的很多中等医学类学校，

在以往的实验课程设置上，常常将实验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辅助课程来对待，实验

课程的安排也是在理论课程的需要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课程设置模式，往往会导致

一些学生对于实践教学缺乏重视，对参与教学实践缺乏兴趣和热情，也不能够从中

获得应有的锻炼。对此，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应当充分考虑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区

别性，将实验教学提升到与理论教学同等的地位，开设相对独立的实验课程，开发

更具实用性的实验教学内容，创新实验项目，并为学生提供可选择的兴趣实验课题，

让其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自由选择和参与，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积极探索的精

神，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帮助学生实现更加全面的成长提升。

5.2.6 严格实验考核办法

由于学校方面重视的不足，以往很多学校的实验课常常被放在了考核范围之外，

对学生参与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仅仅是凭借教师主观判断进行简单的打分，没有

明确的评价标准，考核评价的过程非常随意，学生只要按照教师的安排完成实验过

程，就能够得到通过的分数。这样的情况下，不仅难以通过考核发现实验教学过程

中的问题，也无法提升学生对于实验教学的重视，导致很多学生经常应付了事，实

验课学习状态也非常散漫。对此，学校应当转变以往的实验考核模式，加强对考核

环节的把握，采取严格的试验考核办法，制定统一规范的实验考核标准，兼顾结果

性考核和过程性考核，要求教师在实验课上关注学生实验过程中的表现，将学生独

立操作、自主思考、发散思维、实验态度、求实精神等，统一纳入到实验考核的标

准范围当中，客观的进行量化评分，从而对学生作出全面的评价。并通过考核评价，

发现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在未来的教学中针对性的加以弥补，提升实验教学的开展

水平。

5.3 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

对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以及教学管理的调整，对于实验室功能的发挥，也就

有了很大的影响。中等医学类学校以往普遍是根据理论教学的需要，通过组织学生

进行实验来验证理论知识，这样的教学模式严重缺乏探究性，对于学生的思维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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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定的束缚作用。以往的实验室管理，也大多是呈封闭或半封闭的模式，在课

堂外角上允许学生利用实验室进行自主实验操作，这样往往会限制学生对于实验探

究的兴趣和热情，影响学生实践能力的训练效果。对此，学校方面必须要在实验教

学模式和管理模式上做出调整。教师可以尝试采用探究式的教学模式，如实验任务

教学法，通过在学习新课前为学生发布实验任务，并提供实验的操作方法，注意事

项等指导材料，让学生通过自主进行实验操作，总结经验和规律，从中发现所要讲

授的知识点，并对实验结束后仍存在的疑问，向教师提出，在此基础上，通过教师

的讲解明确实验背后的理论知识，并学会观察和发现新知的方法。在管理模式上，

曾经坚持开放式的管理模式，将实验室作为学校的公共资源，所以有需要的学生，

只需提前提出申请便可以在预定的时间使用实验室的各类资源，自主开展实验活动。

学校也可以开设实验兴趣小组，利用实验室闲置资源，供小组成员进行探究实验使

用，并鼓励学生自己选择相应课题通过实验进行研究，为学生的自主实践和创新探

索提供有利的支持。

5.4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实验队伍建设

5.4.1 配备好各专业实验室主任

中等医学类学校的实验室通常都配备有各类专业的实验设备仪器，且使用实验

室的人员众多，管理要素相对较为复杂，对管理人员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保证

管理的有效性，在实验队伍建设中，还要注重为各实验室设置专业的实验室主任岗

位，由综合素质和能力都较强的人员来担任这一职务，通过专人专责来保证实验室

管理的有效性。

5.4.2 做好实验室工作人员的配置工作

对实验室工作人员的配置应当以学校实验教学工作开展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

在人员数量配置上力求与具体工作量相符，要确保实验教学任务的顺利开展和有效

完成。

5.4.3 提高实验人员专业素质，服务实验实习教学

除保证人员数量上的充足配置外，还需要对现有工作人员的素质与能力进行强

化，要努力提升实验室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学校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选拔上，

必须要从严要求，要把好工作队伍的入口关，确保所聘用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都能够

具备合格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同时还要对每一位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系统的

培训，充分发挥岗前培训、在职培训、专项培训、校际交流学习、校企交流、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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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等教育培训活动的作用，有计划的强化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使他们

能够得到持续的成长和自我提升。与此同时，还要鼓励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自主学习

和继续深造，为他们提供自学资源和深造机会，帮助他们实现能力的强化。通过各

方面措施的综合运用，全面有效的提升实验室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与能力，从而为

实验教学的开展提供更有力的专业保障。

5.4.4 建立和健全实验室管理制度，提高工作效率

科学的管理应当是有据可依的，在实验室管理过程中管理制度的完善性，都会

对管理工作的开展效率产生影响。受访卫校以往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完善性不足，可

操作性不强，并且各实验室管理制度的制定还较为缺乏针对性，与本实验室相关专

业的特点不相符，这也就造成了管理失效。对此，学校应当对原有管理制度进行优

化，尽快建立起健全的实验室管理制度体系。顶层制度设计上，应当建立全校各实

验室建设与管理的统一标准与制度规范，在统筹全校实验室资源的基础上，统一管

理制度依据，从而提高实验室管理的规划化水平，减少因管理制度不一致所造成的

管理混乱现象的产生。细节方面，应当从涉及实验教学的各专业特点切入，在符合

统一制度规定的同时，对各实验室的管理制度细则进行优化，编制具有针对性的管

理条例，对各实验室具体的管理工作做出指导，从而高效的解决各实验室使用及管

理中所出现的具体问题，保证实验教学的顺利开展。

5.4.5 建立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及措施二元结合并进的教学模式

实验室工作队伍的建设，离不开广大青年教师的参与，青年教师富有工作热情，

并且具备更强的创造能力，在实验室工作队伍中吸收更多的青年教师，能够较为有

效的强化实验室工作队伍的力量，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进而促进实验室的价

值创造。要吸引青年教师投身实验室工作，还需要两个方面共同着手，一方面是要

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应当针对青年教师的需求进行调查，通过有效的组合激

励，吸引青年教师进入实验室，参与科研和实验教学工作，并利用青年教师的创新

力，推动实验室项目创新、管理创新，以创新驱动实验室的价值产出，为学校乃至

社会做出更多的共享，也使青年教师的自我成就需要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要积极

推出鼓励政策与措施，为主动投身实验室工作的青年教师发放专项补贴，并在科研

项目审批上给予更多支持，鼓励青年教师在实验室这个平台上刻苦钻研，在实验室

的工作中得到历练，从而积累更多实践经验，专业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为他们未

来的发展奠定基础，也通过教师能力的提升，为新一代优秀职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更

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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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实验仪器设备的科学管理

实验仪器设备是实验室使用价值发挥的基础要素，在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当中，

对于实验仪器设备的管理也是非常关键的，科学化管理手段的运用，有助于提升实

验仪器设备管理的效率与效果，这也是受访卫校解决实验室建设与管理问题的可行

途径。

5.5.1 创建综合实验中心信息网，扩大服务范围

信息化管理是一种高效的管理手段，基于信息技术的运用，以信息为媒介，通

过计算机系统的自动化处理和分析，能够极大的提高管理的效率。运用信息化技术

能够大大提高实验仪器设备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受访卫校以往的管理手段相对较为

落后，信息传递速度慢，共享水平低，因而也导致大量实验仪器设备资源常常被闲

置，造成资源的浪费。对此，该校应当积极加强实验室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尽快创

建其综合实验中心信息网，利用信息化系统对各专业学生的实验课程安排、可选实

验项目、实验内容，教师科研项目，实验室占用情况等进行整合，根据实际需求合

理安排实验室的课外开放时间，教师和学生也可以根据信息网所发布的信息，了解

实验资源的闲置情况，在线申请实验室使用，从更充分的利用闲置实验资源，发挥

其对于学校师生的服务价值。

5.5.2 实验室信息的资源共享

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度共享，在对实验室的管理过程中，要保证资源价

值的充分发挥，就要在信息资源共享上予以加强。受访卫校从前实验室管理信息资

源的共享水平是相对较低的，校内各专业间、不同学校之间、师生之间在信息资源

的共享上都存在不足，信息资源共享水平低，也导致基于信息的其他资源共享难以

实现，这也就导致该校实验室整体利用率较低，实验技术水平提升缓慢。对此，该

校应当加强对实验室信息的全面共享，在将实验室使用和管理相关系通过综合实验

中心信息网及校内官方平台进行发布外，还要充分利用师生经常使用的新媒体社交

渠道，如微信、QQ 等渠道，进行信息的实时定向推送，使师生第一时间知晓，并根

据自己的需要对实验室闲置资源加以利用。同时，还要加强学校与学校之间，以及

学校内各专业之间，围绕实验室建设与使用相关问题的交流与讨论，发挥群策群力

的优势，积极探索多元合作，资源共享新型管理模式。

5.5.3 实验室的综合信息化管理

综合实验中心本身在功能设置上较传统实验室更加丰富，在管理上也相对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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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在综合实验中心构建的过程中，也需要充分利用新的中心网络，实施综合信

息化的管理。在基本管理方面，要将实验室各类仪器、设备数量、使用年限、功能、

使用情况、故障损坏情况、维护情况、设备更新情况等相关信息，完善统计到综合

实验中心信息网数据库中，从而对各类实验仪器设备的动态信息有明确把握，有针

对性的进行管理和资源调配。在此基础上，还要充分考虑基于实验室资源的跨学科、

跨专业合作的需求，利用信息化管理平台，将实验室所有资源信息，实验项目信息，

各专业拟定实验课题信息等进行公布，在提高管理的清晰度同时，也为各专业师生

的合作实验活动提供信息支持。此外，为保证综合信息化管理的效果，还需要选派

具有较强信息化素质，并熟悉实验中心功能设置、设备仪器配置、管理要素的专业

人员，专职负责综合信息化管理的工作，这也是当前阶段的必然要求。

5.6 实验室的安全管理

医学类专业的实验所使用的设备、材料中，很多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中不

乏易燃易爆、有毒性、腐蚀性的化学物质和药剂，在实验操作过程中，一旦操作不

慎，很容易导致安全事故的产生，给师生的人身安全带来威胁，并造成严重的财产

损失，如发生重大事故还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影响。因此，学校的所有领导及教

职人员都应当加强对安全管理的重视，通过全面而有效的预防，在日常维护中加强

巡检和危险因素排查工作，分析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各类影响因素，提前制定防范

预案，尽可能消除安全隐患，降低事故发生几率。安全一直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

高度重视的，它是人类一些活动可持续进行的基础，脱离了安全的保障，人类各项

活动也将受到严重制约，因而安全管理在各个领域都是极为关键的一项工作。在社

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安全是最为根本性的目标，但为了有效保证各类活动的安全性，

仍需采取一系列的安全措施，将“安全第一”的工作态度切实融于实际工作中。可

见安全不是可有可无的表面工程，它更是一项坚实的工作基柱。医学类实验室的安

全管理，还应多角度采取措施。首先，在实验室建设过程中，就要完善建设安全保

障设施，包括有毒气体泄露监测报警设施、火灾自动监测及喷淋灭火设施、实验室

电气安全监控设施、应急照明和应急通风设施等，实验室教学楼还需要配备专业医

疗室，以便在发生事故，出现人员中毒、受伤时，能够及时加以救治。其次，加强

各类实验设施、设备、仪器、材料的监管，定期对实验设施、设备、仪器进行检查

维护，对于功能受损、出现故障的设施、设备、仪器应当严禁使用，只有在完成维

修，确保使用安全后，方可用于实验当中。对于受潮、变质、过期的实验材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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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及时清理，避免此类实验材料的应用，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再次，要加强每

日风险隐患的排查和监管工作，每天早晨由实验室管理人员，认真细致的落实巡检

工作，配合信息化监控设备及系统的应用，及时发现危险因素，并加以排除，防范

安全事故的发生。最后，要成立专门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小组，由各部门领导共

同负责，并制定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完善的事故应急预案，确保安全管理责

任明确，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保证实验室使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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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 论

中等医学类学校实验室的建设，对于实践型医学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加强

中等医学类学校实验室的建设工作，不仅是中等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巩

固医疗卫生产业人才基础的必然选择。通过对山西省部分卫生类高校的走访调查，

结合山西省中等医学类院校的实验室建设的相关数据，发现省内中等医学院校实验

室建设与管理工作中仍暴露出一些弊端，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这一

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探明出现此类问题的原因如下：如实验室建设的陈旧落后、

实验室的构建不合理、实验用房利用不合理、实验仪器装备整体水平不均衡、管理

体制及机构不清晰、教学模式不科学、实验队伍建设不完善、实验经费投入尚需科

学的规划等。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山西省中等学校实验室建设与管

理的建议，提出了实验室硬件建设的新思路、提出了完善实验室管理体制和管理机

构的建议、提出了开放教学模式和科学的实验教学管理的建议、提出了进一步完善

实验队伍建设的举措、提出了完善实验仪器设备的信息化、网络化、科学化的管理

方法、提出了加强实验室完全管理的必要性等。完善中等学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不能急于求成，盲目追求短期成绩，还需要从长远角度进行考量，认真做好长期的

规划工作，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各项措施的落实。尽管这一任务十分艰巨，但通

过不断的努力，必然能够实现中等医学类学校实验室完善建设，有效管理的目标，

进而为山西省的中等教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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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等医学类实验室是研究的热点，本研究通过对太原市某卫校的问卷和访谈调

查，发现了中等医学类实验室存在的问题，并做了归因分析，并在原有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些对策。目前，关于中等医学类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有一些，但是系统的

研究却较为缺乏。对中等医学类实验室的研究，希望能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取得创

新，能结合当代中等医学类实验室的特点和实际，以就业为导向，为人生的发展为

目标，将其渗透到各个环节之中，使现在的中等医学类实验室能够成为真正培养医

学人才的场所，帮助中等医学类学生提供好学习环境，更好地取得职业成功和人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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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实验室建设调查问卷

说明：教学实践环节：1、2、3、4 项，硬件设施：5、6、8、10 项软件设施：7、9、

12、13、14 项。

1.您认为目前教学实验室在院系发展中获得的重视程度是：（ ）

A.得到了高度重视

B.得到一般重视

C.没有得到重视

D.其他（说明： ）

2.您认为教学实验实践环节与课堂理论教学环节相比：（ ）

A.实验实践更重要

B.课堂理论教学更重要

C.二者同等重要

D.说不清

3.您认为本院教学实验实践环节与课堂理论教学环节相比，实际情况是：（ ）

A.实验实践得到更多重视

B.课堂理论教学得到更多重视

C.二者受到同等重视

D.二者均没有得到重视

4.您认为本院在教学实验室与科研实验室建设中：（ ）

A.教学实验室得到更多重视

B.科研实验室得到更多重视

C.二者受到同等重视

D.二者均没有得到重视

5.您认为目前教学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的数量与性能与该校人才培养目标相比：（ ）

A.完全满足

B.基本满足

C.勉强满足

D.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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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说不清

6.您认为本院系目前教学实验室面积是否符合教育部要求：（ ）

A.符合

B.基本符合

C.不符合

7.您认为本院教学实验室全年工作日中实际开放使用时间是：（ ）

A.约 80-100%

B.约 70-80%

C.约 60-70%

D.约 40-60%

E.低于 40%

F.说不清

8.您认为本院系实验技术人员目前的职责是：（ ）

A.实验教学

B.实验室与仪器设备管理

C.科研服务

D.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管理

E.其他（说明： ）

9.您认为实验教学指导工作应主要由谁完成：（ ）

A.任课教师指导相应课程实验

B.专职实验技术人员指导课程实验

C.任课教师和专职实验技术人员紧密结合共同指导课程实验

D.无所谓

10.您认为目前教学实验室建设方面存在的最突出的的两个问题是（多选，限选二

项）：（ ）

A.建设经费投入不足

B.运行维护经费不足

C.实验室队伍不稳定

D.仪器设备台套数不足

E.仪器设备陈旧老化

F.管理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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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您认为本院实验应根据什么进行分类：（ ）

A.按功能分类

B.按实验类别分类

C.按实验仪器分类

D.其他

12.您认为本院在实验室安全管理体制、制度建设、检查落实等方面的情况是：（ ）

很完善

A.比较完善

B.有待改进

C.基本没有

13.您认为本院教学实验仪器设备向科研人员开放共享的程度是：（ ）

A.完全开放共享

B.部分开放共享

C.很少开放共享

D.完全不开放共享

14.您认为本院科研实验仪器设备向教学实验师生开放共享的程度是：（ ）

A.完全开放共享

B.部分开放共享

C.很少开放共享

D.完全不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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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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