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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在实验教学队伍建设中实行教学与实验室管理二者合一的管理机制，阐

述了在实验教学与实验室管理中实施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的过程，总结了新的管理机制对实验教学队伍建设和创新人才培

养的影响和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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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iological experiment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enter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applies the teaching and laboratory management two in one system，and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 of target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during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laboratory management. It concludes the influence and effect of new man-
agement system to experiment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talents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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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教育可以使大学更容易发现问题、抓住

机遇、摆脱困境、追求卓越，进而促进整个国家高

等教育的进一步繁荣［1］。随着高校实验教学改革

的深入，实验室开放和学生自主学习与创新已成为

研究型大学的共识，许多高校针对本校的特点采取

了不同的开放形式和管理措施［2 － 6］，但是，实验室

面向本科生开放涉及安全管理、费用管理、课程安

排等诸多问题，限制了实验教学中心的运行效率。
如何在有效的激励政策下，理顺实验室管理与实验

教学指导以及实验室开放的关系、使实验教学中心

成为本科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实践的有效平台，建

立权责一致、分工协作的目标管理机制是华中科技

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个不断摸索的课题。
实践证明: 通过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是提高实验教

学队伍水平，强化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以下简称中

心) 的开放管理，全面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措

施和有效途径。

1 实验教学队伍是推动中心发展的核心

实验技术队伍在提高高等学校知识创新能力

和人才培养能力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民

为邦本 ，本固邦宁”，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理念

是加强实验室队伍建设，调动实验教学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和创新热情的基本出发点［7 － 8］。应通过

引进高水平的优秀人才加入实验教学队伍，对现

有实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中心人员的

业务水平，通过教学团队的建设打造一支教学水

平高、综合素质强的稳定实验教学队伍。同时通

过各种活动和措施营造和谐的环境，使每个人都

有好心态，快乐地工作。
1. 1 组建实验教学团队，提升实验教学队伍整体

水平

教学实验室主要承担教学实验任务和本科生

创新研究，硬件环境和人员配备反映了学校人才

培养模式和教书育人的水平。在科学技术高度发

展的今天，个人智慧与力量无法满足学生对知识

的渴望和创新的需求，教学团队的建设与协作显

得尤为重要。
根据学院的专业建设与学科发展，每两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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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教学计划( 新建专业除外) ，根据教学计划，

由学院教学委员会根据教学计划招聘团队负责人和

确定教学任务。中心成员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任务

选择团队，每个实验教学人员必须置身于两个团队

中: 理论教学团队和实验教学团队。通过竞聘选择

适合自己的教学岗位和实验室管理岗位，其中，实

验课由具有副高职称的教师或实验技术人员主持。
三年一聘，岗位和人选相对稳定。中心根据每个岗

位和人员的特点，使优秀者成为实验教学的骨干;

潜力者通过培养承担重任; 一般者通过沟通帮助、
激励加压使其尽快适应目标考核机制。通过自我定

位，激发其专长与潜能; 通过学术交流，激发其创

造潜能; 通过晋级规划，激发其追求成功的欲望。
同时，个人的发展必须置身于团队和中心的建设之

中，保持团队的职称、年龄结构合理化，防止梯队

断层，使每一个成员都有创造成功的机会，工作热

情长久不衰。
1. 2 树立标杆，营造良好的实验教学与管理氛围

目标管理是一种参与、民主、自我控制的管理

制度，是把个人需求与中心的建设目标和教学管理

任务结合起来的管理制度。在实验教学队伍中，乐

于工作与奉献的人是少数，多数人要通过制度约束

来推进工作，目标是人奋勇向前的动力源泉，俗话

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在实验技术队

伍中树立爱岗敬业、积极上进、勇于创新的标杆极

为重要。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是集体的标杆;

校级实验室先进工作者是中心内部管理的标杆; 教

学质量奖是实验教学人员的目标。有了标杆，可以

从榜样成功的案例和经验中得到激励，使每个人都

可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凝聚坚忍不拔的力量，克

服困难去赶超目标。
1. 3 实验教学与实验室管理二责合一

目前，中心的实验技术队伍一般具有中高级技

术职称，许多实验技术人员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

位，并具有教师资格证，通过竞聘从事多年的实验

教学，具有丰富的实验室管理经验。将实验教学与

实验室管理二责合一，既提高了实验技术人员( 指

导教师) 的工作效率，又避免出现管理者和指导者

责任不清的问题，而且又降低了实验教学的人员成

本。通过二责合一，实验技术人员可以在 “中心”
的统一规划下根据实验教学计划和实验内容开展实

验技术改革、实验教学改革，不断完善实验室建

设，适应我校 “研究型、综合性、开放式”教育

定位［1］。

1. 4 实行“一人多岗和多人一刚”的教学管理

培养和引进一专多能复合型实验教师，实行

“一人多岗和多人一岗”的教学管理［2］，目的在于

充分利用师资、设备、场地、时间等教学资源，物

尽其用，人尽其才。为保证教学质量，要求实验指

导教师必须主持一门实验课，参与指导 2 ～ 3 门实

验课。同时，按照生命科学的特点，将实验技术分

解成若干个技术模块，通过不同课程的实验训练，

使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各种实验技术; 通过建设多

功能、多层次的教学实验平台确保在多个实验室同

时开出一门实验课和在一个实验室的不同时间能开

出多门实验课。

2 目标管理是推动中心发展的举措

目标管理是以目标为基础或以目标为指导的

一种管理体系。坚持平等竞争、管理透明、沟通

理解、凝聚团队、激励与压力相结合的原则，通

过目标管理与量化管理激发实验技术人员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不折不扣地完成好实验教学与管理

任务。
2. 1 根据实验室管理和实验教学任务制定管理目标

目标管理的确定，既根据个人的能力，又具有

某种挑战性，本着 “跳起来摘桃子”的原则，要

达到目标，必须努力才有可能。因此，在制定考核

指标时是刚柔并用，同时考虑不同实验室和不同层

次人员的特点定编、定岗，实行实验室岗位责任

制，使每一个岗位都有明确的工作范围和工作内

容。实验室管理是实验技术人员的基本职责，管理

目标主要是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安全、设备的完好

率、使用率、公益活动出勤率和日常管理等。许多

具有高级职称和教师资格的实验技术人员肩负有实

验教学指导任务，管理目标还包括实验教学准备、
实验教学指导、教材编写等。
2. 2 围绕晋升条件和任职考评设置关键指标

中心在制定考核目标时，必须把每个实验技术

人员的培养与中心的建设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给

每个人创造成功的机会，使每个人都能积极地去实

现既定目标。根据晋级的必备条件和选择条件，设

置的考核目标主要是开发新实验、实验技改项目、
教学研究项目、教学研究论文、教学获奖、优质课

程、指导创新实验研究和各种实验技能竞赛等。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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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根据学科建设和中心的发展即时修订和提升

目标的高度

学院在发展，学科建设每年都会有新的目标

和任务，中心如何适应，实验教学如何体现，需

要不断提升实验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不断对现

有目标进行修订，设置新的目标。同时，在已实

现的目标基础上提升目标的高度。例如，在生物

技术特色专业建设中，实践教学如何体现研究型

与创新性，中心鼓励实验技术人员与教师、研究

生合作开展科学研究，通过学研产一体化平台的

建设，本硕互动教学模式的研究等一系列课题把

教学研究项目的要求从课程建设提升到专业建设

和能力培养，教学研究立项和获奖目标由校级升

至省级。通过一系列目标提升，为创建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奠定基础。
2. 4 加强过程管理、及时纠偏调整、确保目标质量

虽然工作成果是评定目标完成程度的标准，是

绩效考核和奖评的依据，但是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

理有许多变数，教学计划的修订、实验室条件的改

变、学生能力和学习态度、环境氛围、目标的合理

性以及突发事件等都会影响到目标的实现和目标的

质量。因此，加强过程管理、及时纠偏调整，保持

事物的稳定状态，创造良好的条件，使预定目标按

计划执行落实是确保目标质量的关键。对实验教学

过程、教学研究项目与实验技术研究项目等关键目

标的进度、实验室开放过程以及学生的反馈应实施

监控，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协商，中心安装了门禁系

统和监控系统，形成了定期交流和教学研究制度，

集众人所思，排主体之难，确保目标运行方向正

确、进展顺利。

3 绩效考核是推动中心发展的保障

实施目标管理首先要树立实验技术人员的全局

观念，长远利益观念，同时还要与学科建设、教

学、科研、学校特色相结合制订出科学合理的考核

办法，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实验技术人员的业

绩。纳入绩效管理的考核指标是围绕学院和中心发

展制定的一系列目标计划，通过相应的规范性文件

和制度确定实验技术人员的权利与义务、责任与利

益，使绩效考核具体量化、公平透明。
定性考核的内容主要是实验技术人员的思想表

现、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质量和出勤情况

等，考核小组由学院在教学一线的教师中挑选部分

人员组成，通过个人述职评价岗位规定的任务完成

情况和服务对象的群众评议投票评分，实验教学情

况由学院教务科、顾问组、学生无记名投票打分评

价满意度。中心根据教师、学生和中心内部考核确

定实验技术人员的优、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 其中优占 15 ) 。
定量考核包括规定目标和自选目标，除实验室

安全一票否决外，其他考核目标均以分值量化，规

定目标是指以任务的形式确定的目标，不仅与业绩

津贴挂钩，而且与定性考核结合，影响岗位聘任，

占实验室管理总津贴的 60 ～ 70 。自选目标与

教学改革、晋级和任职考评相关的也以分值计入业

绩工作量，占实验室管理总津贴的 20 ～ 30 。
公益活动包括宣传、会议等集体活动按次数和完成

情况以分值计入业绩工作量，占实验室管理总津贴

的 10 。分值根据当年学校下拨津贴总量和目标

总分数确定。

4 新实验教学与管理机制评价

在校院两级支持下，从成立实验中心以来，通

过人事制度改革、实验室管理、实验教学模式等一

系列改革，实验技术队伍的水平明显提高，职称结

构和学历结构日趋合理。先后有 6 名实验技术人员

晋升为高级工程师，1 名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占 44 ，其余 56 均具有中级职称。其中，

具有博士学位的 2 名、在职博士 1 名，硕士 5 名，

其余基本具有本科学历，其中 10 名实验技术人员

获得了教师资格证，他们是实验教学与改革的主

体。由实验技术人员主持的教学研究和实验技术研

究项目 20 余项，其中省级教改项目 2 项，参与教

学研究的项目 10 余项，教学研究论文 50 余篇，科

研论文被 SCI 收录的 10 余篇，师生共获奖 30 余

项，其中省级 4 项。
经过十年实验教学改革，实验室面向本科生全

面开放，低年级采用 “小老师”教学模式和高年

级采用本硕互动教学模式得到广大师生的充分肯

定。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实践中逐渐体现出来［9 － 12］，

培养了学生肯为科研工作吃苦的精神，使学生形成

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

式，学生的创新意识得到空前的激发; 2011 年学

生的考研录取比例超过 40 ，申请出国学生达到

20 余名，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极大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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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在实验教学与实验室管理中实施目标管理和绩

效考核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它涉及定岗定编及

一系列相关政策，特别是经济分配政策，中心的人

财物资源管理政策，激励计划，效果反馈与评价机

制等。因此，实施目标管理一定要做好相关配套工

作，逐步推行、不断完善、长期坚持。只有构建完

善的、先进的实验室运行机制，对各项工作进行科

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管理，才能最大限度的激发

学生潜能，全面提高实验教学水平。

参 考 文 献

［1］ 李培根 . 论开放式高等教育［J］. 高等教育研究 . 2007，

28( 9) : 1 － 6.
［2］ 吴元喜，刘凌 . 建立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验教学运

行机制［M］. 创新源于实践，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2006.
［3］ 吴元喜，张日欣 . 生命科学模块化实验教学体系研究

［J］. 实验科学与技术，2008，6( 5) : 83 － 85.
［4］ 宋晓平，贾申利 . 强化岗位管理，建设高素质实验技

术队伍［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09，26( 12) : 1 － 3.
［5］ 熊梦辉，夏琼 . 实验室资源开放管理系统在示范中心

建设中的应用［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11，28( 5) : 1
－ 3.

［6］ 刘洛娜 . 利用关键绩效指标建立高校实验室管理评价

体系［J］. 中 州 大 学 学 报，2011，23 ( 4 ) : 94 － 95、
100.

［7］ 李振键，张继霞 . 加强实验技术队伍建设，大力实施

人才强校战略［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04，21 ( 3 ) :

112 － 115.
［8］ 赵庆双，闻星火 . 以人为本，加强高校实验室队伍的

建设与管理［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06，23( 1) : 9 －
12.

［9］ 刘幸福，吴元喜 . 论“小老师”实验教学模式下学生

科研素质的培养［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8，27
( 5) : 108 － 110.

［10］ 吴元喜，谢青 . 提高本科生研究型实验水平的措施

［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9，28( 8) : 112 － 114.
［11］ 吴元喜，余龙江 . 本硕互动实验教学模式研究［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09，26( 8) : 126 － 128.
［12］ 肖靓，吴元喜 . 打造开放性实验，培养综合型人才

［J］. 实验科学与技术，2009，7( 4) :

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

80 － 83.

( 上接第 179 页)

合性实验项目，主要目的是学生能通过项目的实施

可以申请专利或者达到能和教师合作申报一定级别

的科研项目的水平，如结合图论与网络优化等课程

中的知识对城市具体的公交路线等进行优化设计等

创新性研究项目。

2 结束语

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贡献是巨大的，创新则是

科学技术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通过信息与计算科学

专业创新型实验室建设的设计与实施，可以让信息

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学生将课堂教学知识与实验实践

教学知识有机结合，强化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

养协作与创新的能力、缩小高等学校学生培养水平

与用人单位人才要求的距离。高等学校实验室管理

人员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管理模式，结合现

代高等学校管理制度的建立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

的新发展，创造性地建立现代高等学校实验室管理

规范与运行模式，为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能够适应

社会发展需要，继续培养出能够服务社会的合格人

才贡献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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