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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实验技术人员的视角，从不同实验环节出发，全面总结实验辅助工作，并提炼为实验辅助大三部曲和小三部曲。

该方面的工作体系源于实验室开设的“化学生物学综合实验”，反哺了实验室多门实验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进

了实验教学质量的提升，同时也为环境育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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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atory teaching technicians, the laboratory teaching auxiliary work was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d into a big and small trilogy by considering different experimental links. The work system 

stems from th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chemical biology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many other experimental 

courses. It facilitates the improved laboratory teaching quality an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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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辅助是实验技术人员工作的主体，包括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仪器设备和试剂耗材的准备、

辅助教学等多方面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验辅助贯穿于整个实验教学过程中，是实验

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良好的实验教学质量离不开高质量的实验辅助工作[1–4]。实验辅助工作还可以

改善实验环境，为环境育人创造有利条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

称“国标”)，是教育部发布的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首个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国标对专业教学实验室的

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良好的实验环境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5–7]，实验室

管理规范化对培养学生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科学态度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就厦门大学化学生物学

专业实验室(以下简称“化生实验室”)，以实验技术人员的视角，从不同实验环节出发，全面总结实

验辅助工作，并提炼为实验辅助大三部曲和小三部曲。大三部曲具体分为开学前的预备工作、授课



66 大 学 化 学 Vol.34 

周期中精心辅助和学期末的总结提炼。小三部曲也称授课周期三部曲，具体表现为上课前积极准备、

上课中认真辅助和上课后及时整理与小结。该实验辅助工作体系源于化生实验室开设的“化学生物

学综合实验”(96 学时)，反哺了实验室“生物化学实验 A”(96 学时)、“生物化学实验 B”(64 学时)

等多门实验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实验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的提升。 

 
1  积极做好预备工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实验室辅助工作自然也不例外。预备工作在开学初或前一学期末进行，

是大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实验辅助工作的首要环节，是后续相关工作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1.1  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实验室管理与服务水平 

实验室制度是实验室科学管理和高效运作的有力保障。实验室应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以满足实

验室体系不断发展的需要。只有不断加强实验室制度建设，提升实验室管理和服务水平，才能保证

实验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化生实验室拥有多层次的管理制度，校、院和实验中心相关管理制度为

化生实验室的运作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化生实验室制定了系列管理制度

(详见表 1)，保证实验室工作的高效开展。 

 
表1  化学生物学专业实验室管理制度(实验室制定) 

序号 管理制度 

1 化学生物学专业实验室管理条例 

2 化学生物学专业实验室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3 化学生物学专业实验室教学贵重仪器对外开放管理办法 

4 化学生物学专业实验室资产管理办法 

5 科研人员使用教学实验室协议 

 
1.2  全面做好实验设备检查和保养 

实验设备是实验教学顺利开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实验室应做好实验设备的检查和保养工作，保

证设备的正常运转。开学初，实验室应详细检查实验设备的数量、存放情况、运行状况和相关软件

的运行状况，发现问题须及时修复或补缺。同时，实验室需要做好实验设备的清洁和保养工作，使

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化生实验室实验设备的维修一般分两个层次进行，即实验室维修和工程师上门维修。仪器维修

优先由实验技术人员进行，无法修复的再联系相关工程师上门服务；相关费用由实验教学经费支付，

部分大额费用可向学院申请。部分仪器设备因年久等多方面因素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及时更新；因

为实验项目调整，仪器设备出现不足，则需要及时添置或补缺。实验室仪器设备购置经费主要来源

于中央修购专项或其他专项经费，部分急需设备可由教学经费或向学院申请其他经费购置。化生实

验室成立于 2006 年，购置仪器设备 200 多台/套，后经多次的更新与补缺，尤其是 2013 年以来得到

多次中央修购专项和学院专项经费的支持，大部分早期设备都得到了更新，未更新设备也都处于较

好的运行状态。在校、院、实验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实验室的认真保养下，化生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基

本完好。 

1.3  更新试剂耗材需求档案，做好补充工作 

试剂耗材需求档案是化生实验室的特色档案，是实验教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验室基础

档案之一。每当首次承接实验课程时，化生实验室都会建立试剂耗材需求档案。试剂耗材需求档案

主要包括需求明细表、采购信息表和采购明细表(见表 2，试剂需求明细表截图见图 1)。试剂耗材需

求档案每年进行必要的更新或修订，有效保证了试剂耗材准备与补充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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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剂耗材需求档案 

项目 备注 

试剂需求明细表 主要包括每个实验项目需要的试剂名称、需求量和课程总需求量，还有实验室库存底线(库存底线一般

为课程试剂需求量的 150%–200%，是确定是否需要补充的重要指标) 

耗材需求明细表 包含耗材名称、规格和总需求量 

试剂采购信息表 主要包括试剂名称、纯度、包装和参考货号/单价/代理商/试剂简要说明等 

耗材采购信息表 主要包括耗材名称、型号、包装和参考货号/单价/代理商/简要说明等 

试剂采购明细表 历年的采购明细，是试剂采购的重要参考资料 

耗材采购明细表 历年的采购明细，是耗材采购的重要参考资料 

 

 
图 1  试剂需求明细表截图(部分) 

 
在实验辅助预备阶段，实验技术人员应熟悉教学内容，根据实验讲义的修订情况，提炼实验课

程所需试剂耗材，及时更新试剂耗材需求档案，同时认真做好实验室试剂耗材库存的清查工作。在

前面工作的基础上，及时有计划地做好新学期试剂耗材的补充和有序存放工作。 

1.4  参与助教(教学助理)培训，做好预实验 

实验助教由研究生担任，是实验教学中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大班实验教学中师资力量的重要补

充；助教培训已成为很多高校实验室的常规工作之一 [8–12]。厦门大学本科教学基本规范(厦大教

[2005]26 号)要求担任助教的研究生必须经过学院或学校组织的助教培训，并履行约定的岗位职责。

化生实验室助教的培训工作由任课教师负责，实验技术人员参与；助教的考核参照厦门大学学生教

学助理聘任管理办法(厦大学[2008]64 号)进行。助教在实验室培训的基本工作主要有：熟悉实验室的

各项管理制度和日常运作情况；熟练掌握相关仪器设备的基本操作；实验预做，熟悉实验目的、原

理和实验步骤，尤其是关键步骤和实验安全问题等。 

预实验是实验准备的试金石，并和实验准备一起构成实验教学顺利进行的双重保障。预实验在

实验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3–16]，并体现于多个教学环节中。在新试剂换代或实验方案的修订

过程中，预实验更是功不可没。通过预实验，实验室可以对新试剂作出合理评价以决定是否采用，

或检验实验方案修订是否合理，并及时更新试剂需求档案。预实验还可以有效促进代课教师和助教

对教学的指导和实验技术人员的经验积累。根据实验室的具体情况，相对成熟实验项目的预实验亦

可安排在项目开课前 2–3 周时进行。 
 

2  认真做好授课过程中的实验辅助工作 
授课过程中的辅助工作是实验辅助的主体，是实验辅助的关键环节，是实验辅助的小三部曲。

小三部曲是开展实验教学的基础与保障，是实验技术人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其完成的好坏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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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教学服务的质量[17]。 

2.1  课前积极准备 

试剂耗材准备是实验准备的主体与核心。试剂耗材准备涉及面广，是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要

求实验技术人员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首先，实验技术人员必须十分熟悉实验项目的基本

内容，掌握试剂耗材的需求情况和实验对各种试剂耗材的具体要求；再者，实验技术人员必须熟悉

相关试剂的基本性质和安全隐患，掌握试剂的配制方法和注意要点；实验技术人员还得熟练掌握相

关耗材的基本情况、特性和使用方法等。 

课前准备还包括相关设备的检查。实验项目开课前 2–3 周，实验室须对项目所需设备进行全面

检查，并于上课前一天再次检查，及时处理设备存在的问题，保证其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鉴于课前准备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化生实验室针对各门实验课程分别建立了“实验准备”档案

(截图见图 2)。“实验准备”档案是化生实验室的又一特色档案，涵盖了课前准备各个方面的信息，

主要包括仪器的种类、型号和数量，耗材的种类、规格和数量，试剂配制的基本情况(特性、实际用

量、准备用量、配制方法与注意事项、分装情况、试剂瓶、保存条件等)和备注(实验准备的特别要求

和注意事项)。“实验准备”档案保证实验准备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提高了实验准备的效率

和质量。 

 

 
图 2  实验准备档案截图(部分) 

 
2.2  上课时认真辅助教学 

辅助教学是实验辅助的关键环节，是实验辅助在学生培养中的具体体现。实验课上，实验技术

人员可以协助指导学生实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并及时处理实验中临时出现的实验辅

助相关问题。实验教学不仅仅限于实验教材中的内容，实验教师一般会结合其他相关知识点，为学

生构建较为全面的立体知识结构；实验技术人员可借此机会，认真听课，提升知识储备和实验技能。 

2.3  课后及时整理与小结 

课后整理包括实验室的清洁、仪器设备的检查与复位、实验项目相关试剂耗材的整理等。课后

整理是保持实验室整洁的重要环节，也是下次实验的基本保证。每次实验结束后，实验技术人员应

与上课师生一起认真做好相关的整理工作，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 

及时小结是提升实验辅助水平的有效途径。每次实验课后，实验技术人员应及时认真小结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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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项目辅助中存在的优点与不足，如有必要可形成文字资料存档。同时，做好实验室工作日志，更

新实验辅助相关档案和修订或协助修订实验项目。 
 
3  全面总结实验辅助工作，提升工作质量 

实验辅助涉及人多物广，不仅涉及相关的师生，还涉及几十种或大或小的仪器设备和各式各样

的试剂耗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作体系。为了提高工作质量，实验室自主学习 ISO9000 族标准[18,19]，

 
(A) 

 
              (B)                                           (C) 

图 3  学生实验室(109)柜台使用明细(局部) 

(A) 电子档案截图；(B) 平面布局图；(C) 实景照片(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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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逐步应用于实验辅助工作体系中。实验课程结束后，实验技术人员应及时全面总结实验辅助工作，

化工作阅历为经验，同时形成必要的文字资料，逐步完善实验教学档案和实验室管理档案，提升实

验辅助工作质量。 

3.1  参与实验讲义修订工作 

化学生物学综合实验由多位教师同时授课，课程使用的教材是由实验课相关的多位教师精心编

 
(A) 

 

                             (B)                                       (C) 

图 4  仪器室 I 柜台使用明细 

(A) 电子档案截图；(B) 平面布局图；(C) 实景照片(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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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而成的讲义。该讲义虽然权威性不及正规出版的实验教材，但是自编讲义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

能适应实验课尤其是专业实验课学生实践教学的培养要求。化生实验室的现任实验技术人员参与了

早期教材的编写和多次修订工作，同时也参与过部分实验教学(或辅助教学)工作。在实验讲义的修

订过程中，实验技术人员主要参与部分实验条件的优化和实验讲义的排版等工作。随着教学改革的

不断深入和人才培养要求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实验教材难于满足实验教学的要求，实验教材必须与

时俱进，实验讲义的修订也越发频繁。 

3.2  更新完善实验教学系列档案 

实验教学系列档案主要包括试剂耗材需求档案、实验准备档案和实验课程档案。课程结束后，

实验技术人员应在“小三部曲”中小结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总结，更新试剂耗材需求档案、实验

准备档案；同时，还应与授课教师沟通，协助实验课程档案建设，尤其是实验教材的修订工作。 

3.3  实验室整理 

期末实验室的整理是实验室的常规工作。整理工作主要包括仪器设备的归位与保养、试剂耗材

的归整和实验室的清洁工作等。近几年来，化生实验室所属实验中心一直推行“6S”管理(6S 管理

包括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素养(Shitsuke)和安全(Safety)，因为六

个词的日语罗马拼音或英语中的首字母是“S”，所以简称 6S) [20]。在这环节中，实验技术人员根据

6S 的要求和实验室自身具体情况，灵活、细化整理，保持实验室的整洁有序。在具体管理过程中，

化生实验室还建立了“实验室柜台使用明细”电子档案(部分截图和相应的平面图、实景照片见图 3

和图 4)，用于辅助实验室仪器设备和试剂耗材的全面管理。实验室柜台根据使用功能实行区域化管

理，具体分为仪器设备区、通用试剂耗材区、备用耗材区、实验准备区、工具及配件区等。柜台的

细化管理提高了实验室的利用率和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效率。 

 
4  结语 

实验辅助是一项系统的质量工程，实验技术人员可以加强质量管理体系的学习，对实验辅助各

个环节进行持续改进，改善实验环境，提升实验辅助对实验教学全过程的服务水平，促进实验教学

质量和育人水平的提高。实验技术人员应加强与广大师生的沟通，随时掌握实验教学的动态需求和

实验辅助工作的优点与不足。实验技术人员还应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如建立或完善实验室公众号和

微信群[21–23]，让助教与学生适度参与实验辅助环节[24–28]，促进多方良性互动与共赢，提高实验教学

质量，为环境育人创造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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