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施规范化管理与精品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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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介绍了在精品课程建设中病理学标本、切片和各种仪器设备管理的具体做法和成功经验。论述了做

好教学设备的管理工作要有一个责任心强的专职人员 ,一份所有设备主要特性的清单 ,一个科学合理的管理

思路 ,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和一个保证管理工作长期坚持下去的督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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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oncrete ways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pathological samples , slices and equipment manage2
ment in const ructing of competitive courses are int roduced. One person with a st 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

one list of the equipment , a new idea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 one operable management measure and one e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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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课程”就是“高水平有特色的课程”[1 ] ,这是

所有高校本科主干课程的建设目标 ,也是我们努力的

方向。厦门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课程于 2005 年被

评为校级精品课程 ,2008 年被评为福建省精品课程。

在多年的建设过程中 ,我们体会到“高水平”和“特色”

除了体现在教学上 ,还体现在科学规范的教学设施的

管理上。管理工作跟不上 ,精品课程的品质维持和发

展将会受到影响[ 224 ] 。我们在标本、切片和设备的管理

方面做了扎实而富有成效的工作 ,取得了一些经验。

1 　大体标本的管理

由于我们医学院成立的时间不长 ,教学标本绝大

部分是从不同渠道收集和购买的 ,因此这些标本的包

装和标签很不一致。有的标本瓶是玻璃的 ,有的是有

机玻璃的 ;有的标本瓶内的固定液发黄 ,有的混浊 ,有

的固定液很少 ,标本暴露于液体外 ;有的标本瓶很大 ,

而其内的标本很小 ,有的标本瓶小 ,标本被挤在瓶内 ;

有的标签纸已发黄变脆 ,有的已脱落。总之 ,这些标本

上的病变虽然典型 ,可是外观质量不能令人满意。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打造精品课程 ,我们下大决

心、花大力气将所有标本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我们将

所有标本从瓶中取出 ,进行表面清洗 ,测量大小 ,数码

拍照 ,并登记造册 ,用新型的晶莹透亮的有机玻璃按照

每个标本的尺寸制作出标本盒 ,然后将标本逐一装入 ,

再灌入新的固定液。经过精心的处理 ,现在标本整齐

规范 ,每个标本盒大小合适 ,固定液清澈透明 ,病变清

晰可见。然后 ,我们设计了一套科学易行的编号系统

进行所有标本的标号。首先将标本分为 11 类 (01～

11) ,分别对应于 11 个章节的教学内容 ,每一类标本再

按不同的病变编号 ,如 01 - 01、01 - 02 分别代表 01 类

别里不同病变的两个标本 ,病变相同的不同标本再用

a、b、c 等加以区别 ,如 01 - 01a、01 - 01b 分别代表 01

类别里病变相同的两个标本。据此 ,我们编制了一本

标本登记册 ,详细记录了每一个标本的编号、名称、出

处和摆放处。我们将标本编号和中英文名称用不干胶

纸打印成统一的标签 ,贴在标本盒上 ,然后将标本按类

别放入 12 个标本柜里陈列展示。500 多个标本经过

这样分类、编号、登记和贴标签 ,非常便于管理和查找 ,

并且标本的分布情况也十分清楚 ,哪些标本数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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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较少、哪些稀缺一目了然 , 更重要的是为以后标

本的管理制定好了一个框架 ,新增标本时 ,按照规则编

号、贴标签、登记即可 ,使标本管理工作有章可循 ,走上

了正轨。

我们在标本取出时进行了数码拍照 ,因此我们得

到了一套非常清晰的所有标本的数码照片。我们将这

些照片在电脑上用箭头和图形等对病变进行标示 ,并

用中、英文对病变进行描述和解释 ,然后将这些照片冲

印出来并塑封 ,和标本对应陈列。这样学生在看标本

时 ,每个标本边上都有一张照片做参考 ,阅读照片上的

说明 ,很容易看懂标本上的病变 ,对教学起到了好的帮

助作用。同时将电子版的照片放在网络上供学生离开

实验室时学习 ,改变了以往必须在实验室才能看到标

本的学习模式[ 5 ] 。我们这一创新性的工作 ,成为医学

院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优秀评估工作的亮点之一 ,得

到教育部评审专家的赞赏 ,同时也得到学生和国内、外

病理学专家及其他来访者的一致好评。

2 　组织切片的管理

首先我们将所有切片根据质量和需要进行分类 ,

分为教学切片、参考切片、备用切片和考试切片 4 类。

病变最典型的作为教学切片 ,不是教学重点的作为参

考切片 ,病变比较典型但教学暂时用不到的作为备用

切片和考试切片 , 然后按类别进行重新编号、贴标签、

存放并登记造册。经过整理 ,教师对教研室目前所有

切片的品种、数量、质量以及还缺少什么都心中有数 ,

实验员对切片的管理也有章可循 ,若以后增加新切片 ,

按种类编号、贴标签、登记即可 ,可一步到位。

对教学切片这一部分我们进行了特别的管理 :配

置出 60 套教学切片 (教室有 60 个座位) ,每套 2 盒 ,每

个盒子给一个序列号 (1 到 60) 贴在盒盖上 ,盒子里的

每一张切片除本身的编号外 ,再冠以与盒子相同的序

列号 ,如第 3 号片盒里的切片都打上“3”等 ,这样相邻

学生的切片就不会放错片盒 ,保证了每盒切片的完整

性 ,也将切片的保管责任落实到个人。另外 ,我们还对

每盒里的 50 张切片 ,在每张原有方形标签的左上角再

贴上一个印有 1～50 序号的醒目的圆形标签 ,这样学

生在放入切片时很容易排好切片的顺序 ,取出时很容

易找到要取的切片 ,清点和整理时也很方便、快捷。通

过对标签的精心设计 ,为学生的使用和教师的管理都

带来了方便 ,同时也强化了学生对切片的保护意识。

3 　教学设备的管理

现在 ,病理学教学使用的是先进的显微数码互动

教室。这套设备的使用 ,明显改善了教学效果 ,大大提

高了教学质量 ,但也给管理人员带来了新的挑战[ 627 ] 。

以往 ,教学只用到显微镜一种设备 ,现在普通显微镜变

成了数码显微镜 ,此外还增加了电脑和网络设备 ,日常

维护工作的技术含量大大增加。为了保证设备的正常

运行 ,我们定下这样的制度 :

(1) 针对性维护制度。无论是教师或学生都要将

每天上课时遇到的问题记录在故障登记本上 ,课后实

验员查看登记本 ,对故障进行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记在

每个故障之后 ,这样便于及时了解设备状况。

(2) 日常性维护制度。每周的课程全部结束后 ,

实验员都要将所有设备检查、运行一遍 ,包括电源线是

否松动、网络是否通畅、更换麦克风电池等。

(3) 全面维护制度。每学期课程结束后 ,请专业

技术人员对显微镜、电脑和网络进行例行全面维护和

保养 ,更换一些零部件 ,彻底解决一些平时通过临时替

代办法解决的问题。

(4) 制定数码互动设备使用规范 ,要求学生规范

操作 ,正确使用。如我们将电脑自带的游戏软件删除 ,

告诫学生不得将音频、视频和游戏文件装入电脑 ,不得

改动电脑设置 ,显微镜或电脑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时上

报并登记 ,不得自行拆卸和修理等。由于管理措施合

理、具体并且可操作性强 ,现在我们的设备始终处于良

好的待命状态 ,随时可以正常运行和使用。

4 　做好教学标本和设备管理的经验

所谓“管理”就是对教学设备进行登记、看管、维护

和保养 ,使之处于一个良好的待机状态 ,随时可以投入

使用[ 8 ] 。从以上对教学标本和设备实施管理的过程中

我们总结出 5 个“一”:一个责任心强的专职人员 ;一份

所有设备主要特性的清单 ;一个科学合理的管理思路 ;

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 ;一个保证管理工作长期坚

持下去的督促机制。5 个“一”的具体内容如下 :

(1) 管理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是责任心强、勤快

好学。

(2) 对各项设备进行彻底的摸底清查 ,如某设备

的数量、质量、用途、性能、如何使用以及在使用中常见

的问题等。这里强调“彻底”二字 ,只有彻底清查 ,才能

为制定管理措施提供可靠的依据 ,使得管理措施的制

定一步到位。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 ,对管理对象进

行分类和登记。如将所有物品分为标本和切片类、设

备类、消耗品类、化学试剂类等 ,每一类物品使用一本

专门的登记本 ,详细记录品名、购买日期、规格、型号、

价格等信息 ,以备查询。这里强调“登记”,如果不对物

品登记造册 ,整理工作就等于白做 ,对“家底”还是心中

无数。不但对已有物品登记 ,而且对新增的物品的登

记也很重要。

(3) 对各类设备制定完善、具体、有效、易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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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措施。强调“管理措施一定要切合实际 ,便于管

理者长期执行。”若不能坚持长期执行 ,就会出现年年

抓管理 ,年年管理不到位的现象。

(4) 学校设备处每年进行一次固定资产大检查 ,

这是一个很好的督促机制 ,保证了管理工作常年化、日

常化。

以上是我们对教学设备管理的具体做法和经验。

细节决定成败 ,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将管理工作做细、做

实 ,为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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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能 ,一岗多人”的工作模式 ,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提

高现有实验技术队伍的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 ,使他们

在我校学科群建设的大平台内积极参加教学、科研工

作 ,打造技术专家 ,成为精兵强将 ;提高实验技术队伍

在工作评优、职称评定、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地位。近期

将《实验技术与管理》、《实验室研究与探索》等期刊定

位我校实验系列人员的 A、B 类期刊 ,提高了这类期刊

在职称评定中的地位与作用 ,鼓励实验教师安心从事

基础实验教学工作。通过学科群建设大平台及实验中

心建设 ,逐步把实验教学从依附于理论教学的从属地

位中解脱出来 ,实验教学统一安排 ,提高实验教师的主

动性和实验室管理水平 ,为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打好基

础。加强实验室对外开放和交流 ,接纳高水平的学者

前来进行学术交流、合作研究 ,将学科建设、学术领域

的最新成果及时引入学生的实验教学。实验室技术人

员在管理中“教学相长”,通过聘任部分优秀的研究生

担任实验教学任务 ,给实验室注人新鲜血液 ,活跃实验

教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气氛。

3. 6 　建立实验室开放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现代管理科学和实验室分

析技术的完美结合 ,L IMS 已经成为实验室信息化、

自动化的关键技术 ,并成功地引发了世界各国、各行

业的实验室在管理机制、组织结构等方面巨大而深

刻的变革。L IMS 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存

贮技术、快速处理技术对实验室进行全方位管理的

计算机软硬件系统 ,它集样品管理、设备管理、教学

管理、网络管理、数据管理、报表管理等诸多模块为

一体 ,组成一整套完整的实验室综合管理体系 ,对实

验室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运行成本起到重要的作用。

目前 ,全校各实验平台基本实现了网络化教学与管

理 ,实现实验课程的网上查询、登记、管理 ,实现部分

课程的网上虚拟实验 ,如机械 CAD、工程图学等实验

课程的网上实验教学与考核等 ,以及实现了实验中

心的资源全校共享。

4 　结束语

通过几年的建设 ,我校实验室面貌得到显著改观 ,

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认可。完善的实验室软硬件环

境 ,极大地推动了我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我校学生的实践作品

在各类全国性、国际性学科竞赛活动中取得较好成绩。

学生创新能力源于实践教学的培养 ,我们将在总结过

去实验室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集思广益 ,开拓思路 ,努

力建设一流的教学实验室 ,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构建良好的实践教学平台 ,推进实验室质量内

涵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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