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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校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成为了提高实验管理水平和实验教学质量的重要

手段。针对实验教学管理工作现状，结合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建设实际，对遇到的具体关键问题进行了分 析

和探讨，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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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启动的本科教学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建设项目以及各省（市）开展的“省市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有力促进了各高校实验室建设

和实验教学整体水平的提高［１－２］。重庆工商大 学 目 前

拥有９个实验教学中心、４个校内实习实训基地、３２个

实验室、近百个功能室，年开出实验项目数２　０００个左

右。实验室涉及到经济、管理、文学、法学、理学、工学、
艺术等多个学科，学科之间差异使得实验教学运行和

管理变得更为复杂。虽然大部分实验教学中心已经建

立了基本的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但其功能普遍还不

够完善。学分制下的实验课排课、学生网上预约、教务

管理系统与实验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等问题都没

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致使师生使用率和实验室利用率

都不高，在实验教学和管理２个方面均未能充分发挥

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的作用［３］。

针对高校实验教学管理工作中的诸多难题，在充

分调研国内高校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研究现状的基础

上，结合我校的具体实际，对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建设

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１　现有教学信息化平台管理模式及存在问题

１．１　教学管理系统

我校使用的教学管理系统是一个面向学院各部门

以及各层次用户的多模块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包括教

务公共信息维护、学生管理、师资管理、教学计划管理、
智能排课、考试管理、选课管理、成绩管理、教材管理、
实践管理、教学质量评价、毕业生管理以及学生综合信

息查询、教师网上成绩录入等模块，能够满足从学生入

学到毕业全过程及教务管理各个环节的管理需要。
随着学校“学分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务开放选

课已全面铺开，并全面实行学生网上选课，但由于资源

约束、实验项目组成的特殊性，加上某些实验课对排课

时段的特殊要求，实验教学的选排课已成为课程安排

中的瓶颈。另一方面，学生自主性增加后，对于实验课

的选择更加多样和复杂，随之带来的是对实验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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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排和调度的更高要求。仅靠单一的教务管理

系统，已经不能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实验教学。

１．２　实验室综合管理系统

早期学校各实验 中 心 采 取 的 实 验 课 程 排 课 方 式

为：课程责任教师提 交 实 验 排 课 需 求，由 实 验 中 心 进

行统排。由于各实验 教 学 中 心 信 息 化 管 理 尚 未 与 学

校的核心 业 务 系 统（教 务 管 理 系 统）接 轨，无 法 实 现

数据共享，难 以 支 撑 形 式 多 样 的 实 验 课 选 课 及 排 课

需求。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校建设了实验室综合管理

系统，利用系统对实验室进行日常管理，统筹管理全校

实验室资源，为资源的整合和开放共享提供核心数据，
实现物资耗材采购的网上报批程序，网上审核，实现物

资耗材的库存和领用管理。该系统的核心功能模块是

实验教学信息平台、实验课程的教学任务和选排课等

实验教学过程管理，以及面向学生开放实验室，进行开

放式的实验教学选课管理，较好地解决了实验教学过

程的多样化需求［３］。

２　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

教学课程分为理论课程、实验课程和实习、实践课

程。理论课程指没有实验环节的纯理论授课课程，实

验课程指教学形式中包含有实验教学环节的课程。实

验课程又分为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和非独立设置的实

验课程２类。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是指实验内容相对

独立、自成体系且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独立设置、以
单独的课程名出现的课程。非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是

指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与理论教学配合设置、以理

论讲授为主并配以一定实验学时数的课程［４］。
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面向全校

不同层次的学生，满足其多样化的选排课要求［５］。在

选排课环节中，我校采用教学管理系统对理论课和实

习、实践课程 进 行 全 程 管 理，同 时 对 实 验 课 程 进 行 初

排。在学校统一规定的时间内，各课程归属学院落实

教学任务，在教学管理系统中输入和设置教学任务，并
由学生在教学管理系统中进行选课。在相关的前期数

据信息生成后，我们利用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实施数

据同步，再在该平台对实验课程进行选排课管理。该

环节完成后，教师和学生分别进入教务管理系统和实

验教学信息化平台查看相关选课信息。

２．１　数据同步的接口问题

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本身具备对实验室及相关资

源进行管理的功能，但是实验教学信息数据必须以我

校的教务管理系统为依托，与教务系统实时同步，保证

数据源的准确，如教师、学生、课程、教学计划、开课目

录、教学任务、选课结果、上课时间等数据，以满足实验

教学实施过程中的数据统一，保证排课过程中学生实

验时间冲突验证的可靠性［６－７］。
由于教务管理系统生成的相关选课信息的视图和

数据表有多个，为保证数据来源的准确和可溯性，经多

次和教务管理系统管理人员协商确认和验证，确认了

相关的数据源和重构方式。
（１）确认教务接口数据源。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

性和同步，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的课程任务、教师、学

生、上课地 点 等 基 本 信 息 应 从 教 务 管 理 系 统 获 取［８］。
教学任务数据来源：ｊｘｒｗｂｖｉｅｗ，包含 的 字 段 和 内 容 有

选课课号＋教师职工号＋上课时间＋地点。学生选课

数据来源：ｘｓｘｋｂ，包含的字段和内容与教学任务数据

类似。
（２）确认教务数据源重构造方式。由于教务数据

源（见图１）不符 合 实 验 教 学 数 据 结 构 要 求，同 步 的 数

据不能直接使用，需要对其进行重新构造。构造方法

如下（主要是对上课地点及上课时间进行构造）：主要

以分号进行上课节次分割，一个分号对应一个上课时

段，一个分号对应一个上课地点；上课地点中的第一个

分号对应上课时间中的第一个分号。

图１　教务数据源

　　（３）确认与教务数据同步周期［９］。实验教学信息

化平台数据与教务管理系统数据保持同步，并不意味

着随时需要更新数据，数据同步也存在一个时间和周

期。为了避免 白 天 教 学 时 段 影 响 教 务 服 务 器 的 稳 定

性，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被设置为在凌晨利用服务器

自动同步数据。由于教务选课在新学期存在一个调整

期，此期间学生选课及上课时间、地点都可能调整，目

前我校在新学期第２周确定选课结果，不再变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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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学信息化平台同步教学任务及选课结果在教务选

课完成后进行，我们按１天一个周期重复进行。在教

务选课结束后，实验教学选排课工作即可进行。

２．２　选排课模式的多样化问题

由于实验课程选排课的复杂性以及各个实验室资

源参差不齐，给教学过程的管理带来了不少困难，为保

证排课过程的顺利实施，我们根据课程性质将排课模

式分成了２类：机房类课程和项目类课程［１０］。
实验课程排课过程中，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和教

务信息系统进行教学数据同步后，同步的独立设置实

验课程直接就可以在安排的实验室开展，只需将同步

的教学信息在课表中显示即可，我们把这类课程的排

课模式归为机房类排课；而将其他从教务系统同步过

来的非独立设置实验课、需要对学生进行分批分组设

置实验项目的实验课以及实验室项目开放类实验课程

归为项目类排课。这样，当我们根据课程性质分别设

置排课模式后（见图２），很好地对课程进行了区分，就

可以顺利地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图２　实验课程排课模式设置

２．３　教学管理系统数据动态变化的一致性问题

（１）教学管理系统排课数据删除。若教学管理系

统在初排了课程后，后期因为某些原因导致某教学任务

删除，但在实验教学管理平台中这门课已经存在，实验

教学信息化平台对此不做任何处理，防止系统删除实验

教学中心在排课过程中自行直接添加的实验课程。
（２）教学管理系统排课数据发生变化。若教务系

统排课数据发生了变更，而实验教学系统中对这部分

课程已经排课，那么在每天的同步更新时，则会将已排

课数据覆盖，导致二次排课无效。我们设计了一个调

整教务排课功能，实验教学中心排课负责人用该功能

对已经排课的课程任务进行调整，更新的仅仅是教务

排课结果的最新时间、地点，而不会完全将原有排课数

据覆盖，见图３。

图３　调整教务排课功能界面

２．４　其他问题

我们在实践中还遇到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实验课

程上课时间灵活，上课节次安排超出了教务管理系统

的 设 置、部 分 课 程 不 能 同 步 到 实 验 教 学 平 台 中 等 问

题［１１］。经过我们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不 断 实 践、不 断 摸 索，
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关键而又困扰实验教学的问题。

３　结束语

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和实践在我校经历了

５年多，从早期的单一系统平台管理，到如今和教学管

理系统并行对全校教务进行管理，我们摸索出了一套

适合我校的教学管理方式。实验教学信息化平台的建

设和运行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将其推广并充分发挥

功能不仅仅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更需要相关机制的

配套［１２］。我们通 过 对 实 验 教 学 信 息 化 平 台 的 研 究 和

实践，理顺了实验教学流程，解决了关键问题，在后期

的使用过程中我们也将不断完善系统，推动平台的良

性运转，有效提高实验教学管理水平，推动实验教学改

革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下转第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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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队伍。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大力聘任／引进生产

企业中实践经验丰富的高职称人员；制订鼓励政策，引
导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深入一线实验教学；鼓励偏

重科学研究的高职称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成实验教学

项目，积极参 与 实 验 教 学 研 究；制 定 实 验 室 协 管 员 制

度，鼓励高年级本科生参与实验室协管工作，协助实验

员完成实验 准 备、仪 器 维 护 等 工 作，既 补 充 了 实 验 队

伍，又提高了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在保证实验教学

师资队伍规模的同时，严格把控指导教师执教水平，对
于新进教师，先 观 摩 培 养，考 核 合 格 后 才 能 站 讲 台 授

课，而对于高职称教师，则规定必须承担一定量的实验

教学任务［１１］。

５．４　加强实验教材及实验项目库建设

适合学校特点的优质教材是模型嵌入式教学方式

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中心已组织教师编写并出版

教材３部，自编实验讲义多部，正在使用的自编讲义有

“环境工程实训 讲 义”、“环 境 科 学 与 工 程 综 合 实 验 讲

义”、“固体废物处置与资源化实验讲义”、“水污染控制

工程实验讲义”等，同时，为保证实验讲义质量，教研室

每学年都要组织讨论优化实验讲义内容。
实验项目库开放是保障实验教学质量的另一个重

要措施。模型每４年循环一次，教学大纲每４年由教

研室组织牵头讨论修改一次，为保证实验项目不断更

新的同时，经典的成熟实验项目也得以保留，有力保证

了实验教学内容的最佳。学校组织建立了实验教学网

络平台，实验项目可从教学网络上在线查看。

６　结束语

通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在我校进行的模型嵌入

式实验教学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方面，模型嵌入式实

验教学方法调动了学生上实验课的积极性，培养了学

生的专业兴趣，增强了实验过程中学生的主人翁意识，
扭转了以往学生被动做实验的局面，受到了广大学生

的欢迎和支持；另一方面，模型嵌入式实验教学体系的

开放式特点，通过实验项目的持续更新和不断完善，使
实验内容与市场需求、生产实际高度接近，提高了我校

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为学生将来就业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刘艳，魏洽．环 境 工 程 专 业 综 合 性 设 计 性 实 验 教 学 的 改 革 与 实 践

［Ｊ］．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０７，２４（１１）：１３１－１３３．
［２］游少鸿，王敦球，朱义年．以典型案例为纽带构建一体化环境工程专

业课程 的 研 究 与 实 践［Ｊ］．当 代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２０１２，４（１１）：

７４－７６．
［３］黄晓菊，刘春梅．环境工程专业综合实验改革与实践［Ｊ］．教育改革，

２０１２（７）：１８－１９
［４］崔芳．环境工程专业创新实验教 学 体 系 改 革［Ｊ］．实 验 技 术 与 管 理，

２０１１，２８（２）：１３９－１４４．
［５］钟代军．“三标一体”教育质量管理模型下的实验教学中心管理模式

探究：以重庆文理学院传媒实验教学中心为例［Ｊ］．重庆文理学院学

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７（１）：８９－９２．
［６］徐强，孟江平，宋仲容，等．应用型本科院校 化 学 专 业 实 验 课 程 体 系

改革与实践研究［Ｊ］．重庆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０（２）：

９０－９３．
［７］陈雪梅．以学生自主学 习 为 主 的 实 验 教 学 模 式 实 践 与 思 考［Ｊ］．实

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１４，３１（６）：１９７－１９９．
［８］陈贞干，周诗彪，刘北平，等．层次递进的基 础 化 学 实 验 教 学 体 系 之

构建［Ｊ］．实验室研究与探索，２０１１，３０（８）：１５０－１５２．
［９］彭素芬，尹华，甘焕英，等．环境科学与工程 专 业 的 三 段 式 实 验 教 学

［Ｊ］．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１１，２８（５）：１６７－１６９．
［１０］朱玉华，杨正宏，顾伟宏，等．建立系统的实验教学管理模式［Ｊ］．实

验室研究与探索，２００８，２７（５）：１４－１６．
［１１］孙健，陆国栋．高校实验教学队伍建设的思考与探索［Ｊ］．实验室研

究与探索，２００８，２７（１０）：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９２－９５．

（上接第１９９页）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李建楠，刘玉峰，李春晖．高校实验教学管理系统的研究与构建［Ｊ］．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０２．
［２］王友建，王树良．实验教学信息化 平 台 的 设 计 与 构 建［Ｊ］．实 验 科 学

与技术，２０１２，１０（２）：１６４－１６７．
［３］陶国林．开 放 性 实 验 教 学 模 式 及 策 略 研 究：以 重 庆 工 商 大 学 为 例

［Ｊ］．技术与市场，２０１３（２）：１４２－１４３．
［４］王英杰，王晶．高校实验室信息化 平 台 建 设 的 思 考［Ｊ］．承 德 医 学 院

学报，２０１０（４）：４５９．
［５］葛日波，朱志刚，王颖，等．以信息化平台建 设 为 依 托 的 实 验 室 管 理

模式创新与实践［Ｊ］．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１４，３１（１）：１５－１８．
［６］徐玉莲．高 校 开 放 式 实 验 教 学 管 理 平 台 的 构 建［Ｊ］．实 验 室 科 学，

２０１１，１４（４）：１６３－１６６．
［７］周慧芬．高 校 实 验 室 信 息 化 管 理 系 统 设 计［Ｊ］．智 能 处 理 与 应 用，

２０１２（６）：７７－８１．
［８］李阳倩，袁斓，杨帆，等．基于校园网的中医 药 实 验 教 学 管 理 系 统 若

干问题探讨［Ｊ］．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综合版，２０１２，１４（３）：２１－２２．
［９］贺伟，顾慰毅．高校实验室管理信 息 系 统 的 开 发 与 实 现［Ｊ］．实 验 室

研究与探索，２０１２（１０）：１６４－１６７．
［１０］王明顺．构建学生实验登录管理系统，加强实验管理建设［Ｊ］．实验

室科学，２００８（６）：１００－１０２．
［１１］崔德凤，张永红，沈红．浅谈高 校 重 点 实 验 室 信 息 化 平 台 建 设［Ｊ］．

北京教育：高教，２０１４（３）：４８－４９．
［１２］闵少松，黄祥兵．实验室管理系统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Ｊ］．高

校实验室工作研究，２０１４（６）：８６－８８．

３０２王书敏，等：环境工程专业模型嵌入式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