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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 新建本科院校进行教学合格评估, 是监督、 规范和管理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的有效手段, 目的在于通过评估, 以促进参评院校改善办学条件, 加强教学规范管理, 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
新建本科院校的实验教学以迎接合格评估工作为契机, 结合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指标, 在实验课程教学过程

规范化、 实验教学管理规范化方面进行改革和发展的探讨, 旨在形成更加规范、 科学、 优化的实验教学体系,
以促进学院整体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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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qualifications
 

in
 

Newly-established
 

Un-
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supervise,
 

standardize
 

and
 

manag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evaluation
 

is
 

to
 

promote
 

the
 

evaluation
 

institu-
tions

 

to
 

improve
 

their
 

school-running
 

conditions,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eaching
 

standards
 

and
 

ensur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meeting
 

the
 

qualified
 

evaluation
 

work
 

and
 

combining
 

with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en
 

reformed
 

and
 

developed
 

in
 

the
 

aspects
 

of
 

standardization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cess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management.
 

The
 

aim
 

is
 

to
 

form
 

a
 

more
 

standardized,
 

scientific
 

and
 

optimized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promo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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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教学质量是

人才培养的重点。 教育部针对 2000 年以来各类新

建本科院校开展的教学合格评估,是评价、监督、保
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目的在于引导新建

本科院校明确办学指导思想、正确定位人才培养方

向、完善办学软、硬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特

色教学改革、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教育质

量[1] 。 为迎接 2018 年 5 月国家教育部对河南警察

学院(以下简称“学院”)本科专业教学质量的评估,
刑事科学技术实验中心针对各项观测指标进行逐个

落实、规范和整改,随着迎评工作的不断深入,凸显

出实验教学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尤为重要[2] ,它是刑

事科学技术实验中心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1　 实验课程教学过程规范化

学院围绕教育部评估观测点,对刑事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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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本科评估任务进行了分解,实验中心针对本单位

的指标任务作了详尽的分析、解读、总结,在工作的

开展过程中发现实验课程教学在规范化方面有待进

一步科学化、明确化、细微化,考虑从以下几点措施

改进。

1. 1　 实验课程教学大纲规范化

实验课程教学的内容必须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教学计划或教学大纲的要求[3] 。 刑事科学技

术专业培养的目标是学生系统掌握刑事科学技术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强

实战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够在公安战线从事物证鉴

定及相关领域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教学特

色体现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实验教学大纲在学时方

面有侧重显示,具体设置为刑事图像技术 30 学时、
痕迹检验 32 学时、文件检验 16 学时、法医学 16 学

时、犯罪现场勘查 28 学时,实验教学共计 150 学时,
占核心课程总学时的 41. 67%,这种实验教学模式

是我们特色教育价值的体现。 各门类实验学时中严

格划分出验证性实验学时数、综合性实验学时数、创
新性实验学时数。

1. 2　 实验课程项目规范化

据统计目前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实验课程门次数

达到 18 个、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指纹自动识别系

统)1 个、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教学门次数 76 个,实
验开放率达 100%,实验项目的设置在充分考虑学

生知识能力结构,及时引入科技发展和教学改革新

成果,注重各实验项目之间的合理衔接,比如,痕迹

检验实验中的手印、足迹检验与刑事图像技术的物

证照相对接,体现综合性实验的价值,以减少验证性

实验、增加综合性实验、创新性实验为主导思想的规

范化管理理念[4] 。

1. 3　 实验教材规范化

实验教学是理论教学的继续和延伸,是与理论

教学密切联系的教学形式,而不是单凭兴趣爱好、自
发的与理论教学内容脱节的辅助模式[5] 。 就刑事

科学技术专业而言,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比例相

等,因此,实践教学的内容与体系必须符合刑事技术

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或教学大纲的要求,配备相

应的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 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

书内容要充分体现出由单一到综合、由综合到创新

的递增结构,项目比例也要有所侧重。 演示性实验、
验证性实验是巩固所学理论知识,训练实验的基本

操作技能, 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内容比例占

20%,针对此特点,实验内容涉及实验目的、实验原

理、实验方法、实验过程、实验结论,内容尽可能详

细,目的使学生夯实基本实验操作技能;综合性实验

是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操作技

能基础上进行,内容涉及多层次,可以是一门课程的

不同章节实验技能训练,也可以是综合同一学科门

类的多门课程的实验技能训练,形式是以学生为主

体进行实验技能、实验方法训练一种实验,实验教材

或实验指导书内容占 50%比例,比如:对物证的发

现、提取、显现;对现场痕迹的多种拍照、提取;对物

证的分析、检验和鉴定各环节等,两个或多个单一实

验项目的综合运用,目的是培养学生刑事技术专业

知识的综合分析、动手能力。 创新性实验是指学生

在掌握综合性实验的基础上,在实验大纲的要求和

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主进行实验题目的拟定、实验

方案的设计[6] ,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内容体现创

新、探索性,占 30%比例,实验题目、方法及完成过

程均由学生确定,以便给学生提供宽阔的思维空间

和选择余地,教师作宏观引导,目的是培养学生灵活

运用已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发掘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培养学生既有独立、创新能力,
又有团队组织管理能力。
1. 4　 实验材料规范化

根据学院合格评估方案的要求,在对实验教学

相关材料进行检查、收集、审核的过程中,暴露出诸

多不规范问题,比如实验报告的格式和内容与评估

要求有差异,通过整改,规范了实验报告格式,丰富

了实验报告内容:扩展了实验目的和要求、实验内容

和原理、实验过程和结果篇幅,增加了实验收获与体

会环节,从内容和形式上使实验报告从写作到批改

及成绩的评定一系列教学过程系统化、规范化。 除

此之外,预习报告的强化、实验仪器使用记录、维修

登记记录、实验室开放记录、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开

发等材料加强规范化,以确保每台仪器使用过程的

正常,使用后能及时维护,实验教师和实验专职人员

能及时把握每台仪器的使用情况,以便做好合理利

用规划。
1. 5　 实验教学督查规范化

从评估的准备过程中反映出,实验教学质量的

提高同样需要有效督导,规范实验教学督导内容显

得尤为重要,对实验课的监督和要求,包括对实验教

学计划的制定落实、实验内容的质量、实验项目的更

新、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落实、实验教学效果的检验等

各个环节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实验教学督导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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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理论课教学质量评价标准,
更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制定

相应的权重和评价分值,将量化评价和定性评价相

结合,给实验教学环节一个相对科学的评价[7] 。
1. 6　 实验室开放规范化

实验室开放是教学评估中实验教学的重要环

节,它是实验课的延续和学生开展创新实验的唯一

支撑[8] ,是活跃实验教学的有力推手,每学年对外

公布开放的实验室及仪器、实验项目、所能接纳的人

数、开放时间、指导教师及实验技术人员名册,以便

师生合理安排,使实验室开放走向规范、有绪、常态、
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

2　 实验教学管理规范化

在实验教学中,实验室管理秉承实验教学过程

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如何建立科学、高效、信息、透
明、开放、规范的实验室管理机制在评估工作的梳理

中显得尤为重要[9] 。 奔着以评促建的理念,实验教

学规范化管理商榷从以下几点进行改进。
2. 1　 实验室规章制度的完善

从评估整改中发现以往的规章制度不够规范细

致、具体,比如“实验室人员职责”概念界定缺乏统

一,有“实验教学人员职责”、“实验技术人员职责”、
“实验工作人员职责”多种称谓,概念不清,导致职

责内容分工不明确,在工作的开展中出现短板和重

复现象,因此完善细化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强化

规范管理,使实验室的管理工作向深入、细致、具体、
有绪、常态开展[10] 。 为此,在现有的“实验室管理制

度”、“实验室设备管理制度”、“学生实验守则”、
“实验室安全制度”基础上,针对各实验室的特色制

定相应的制度,如:物证照相实验室,悬挂“物证照

相多功能翻拍仪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色谱分析

实验室悬挂“ GC -MS 仪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LC-MS 仪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等特色制度,以
丰富实验室文化建设。
2. 2　 实验室各种记录的规范

建立台帐和使用记录是规范管理的基础,规范

各项实验教学记录,比如:仪器设备完好率记录、实
验项目开出率、仪器设备利用率、实验室开放预约登

记、实验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原始记录、工作日志、仪
器使用登记、设备维修记录、开放实验记录、实验器

材、试剂入库、出库记录等,内容填写要认真、详细,
条理分明,是实验过程唯一的客观原始记录,为实验

材料的建档立制作好基础工作。

2. 3　 建立实验材料档案室

专家对各类实验材料进行查阅是评估工作的重

要环节,实验记录的原始性、真实性、全面性是评估

专家们做出客观评价的依据,因此,各类实验材料记

录必须进行原始、客观、完整、准确的收集、分类、建
档,使实验材料档案管理规范化[11] 。 目前刑事科学

技术系下设五个教研室,各教研室分管三至五个实

验室,像实验报告、仪器使用记录、实验室开放记录

等所有材料均分散在各教研室管理,繁多记录材料

给教研室不仅在工作量,还是工作空间上增添了很

多负担,建议系部设立实验材料档案室,化零为

整[12] ,将所有实验记录材料集中归档案室管理,专
人专管,规范有绪。
2. 3. 1　 实验档案的纸质管理

纸质材料是最原始、最可靠、不可修改的,可分

为两部分管理:(1)实验室基本设施情况:各实验室

建设情况、面积、仪器总数、总价值、购置时间、生均

仪器台数、生均实验面积、发展规划等硬件材料。
(2)实验教学材料:实验教学大纲、实验进度表、实
验课表、实验教材、实验指导书、实验项目、实验报

告、实验考试考核材料、实验室开放记录、仪器设备

完好率统计表、实验项目开出率统计表、仪器设备使

用统计表、实验室发展规划、实验队伍信息等软件材

料。 所有硬件记录材料待实验室建成开始正常使用

后交付档案室保管,按照类别编排目录,进行分盒归

档;软件材料在学期结束后交归档案室,档案室分类

保存,实验报告、实验大纲、存放 3 年期限,以课程类

别、学期为单位;实验仪器各项记录待记录本使用完

后交档案室以相关类别保存;实验教材、实验指导

书、实验参考书、仪器“三率”统计等相关材料档案

室各需保存一份;学生毕业论文涉及实验项目按学

科类别交归档案室管理,编排目录分盒归档。
2. 3. 2　 实验档案电子化管理

在高校合格评估环节中教育部启动了大数据,
利用“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对所参评高校实施常

态监测[13] ,实现实验档案信息化、网络化,可使学校

通过查看档案信息,随时掌握实验室各状况,发现问

题,及时调整,优化管理,电子档案的建立优化了实

验管理工作程序,便捷、直观、系统地为教学科研提

供服务。 具体采用计算机等数据库软件系统对各类

实验材料内容进行录入、储存,建立完善的实验档案

信息。
2. 4　 大型仪器管理规范化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是学科建设的重点投资对

612 　 　 　 　 　 　 　 　 　 　



蔡晚拴:基于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评估探讨实验教学规范发展

象,是提升教学质量和增进科研项目的物质支

撑[14] 。 刑事科学技术实验中心在被确定为省级实

验示范中心后,扩大贵重设备购置投入,目前大型实

验仪器设备包括拉曼、顶空气质联用、LC-MS 联用

仪、GC-MS 联用仪、分光仪、3D 模拟打印机等,共 20
台,总价值达 3 仟余万元,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强有

力的基础保障,科学、规范的管理才能使仪器设备资

源得到充分发挥,同时规范化的管理是教学评估中

专家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我们的管理方式依

然是分散在各教研室,资源共享率较低,建议实验中

心利用成熟的大型仪器平台,建立大型仪器档案,其
中涵盖基础材料:(1)购置材料:论证报告、购买合

同、技术协议、验收报告、厂家信息资料、仪器使用说

明书、电子视频资料、运行软件等;(2)使用材料:管
理员信息、预约记录、使用记录、维护记录、维修记录

等。 (3)管理事项:大型仪器管理制度、大型仪器操

作准入制度、大型仪器保养、维护、维修制度、大型仪

器的岗位要求、大型仪器的操作规程、注意事项。 这

些资料档案为大型仪器设备长期安全使用、科学管

理提供良好的保障,构建良性共享使用机制[15] 。

3　 结语

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水平的提高,需要依托

学院各个教学部门的共同发展,实验教学承载着培

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任,尤其在理、工科院校,它的

课时比例与理论教学达到 1 ∶1左右,而实验教学质

量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规范的管理体制,评估

工作中体现出实验教学规范化对应用型和创新型人

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将新建本科院校教学

合格评估作为学校实验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契机,遵

循评估宗旨,加强实验教学规范化建设,优化实验教

学环境和实验教学条件,以规范化、科学化、互联网

+信息化引领实验教学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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