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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综述和意义

（一）项目综述

“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技能大赛”。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决定》指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大量具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

应用型人才,制造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转型对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

了实现制造强国的发展目标，国家更加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职业技能大赛作为我国职

业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成果，不仅是行业企业人才选拔的途径之一，同时也是职业院校人

才培养的依据。为深化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我们的药学专业构建了“中高职”贯

通、职业素养培养和职业技能训练同步完成、综合实训和生产实训交替进行、全面能力培

养和就业能力培养密切配合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通过生产实训和顶岗实习，使学

生达到药学工作岗位技能要求。而在校学生的实践技能可以通过职业技能大赛进行检验，

职业技能大赛从命题、裁判到成绩评定，大都是以行业企业专家为主体，赛题是企业实际

中经常遇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职业技能大赛是职业教育成果的定期大检阅，通过职业技

能大赛不但能找出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更可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

接，使我们的专业设立更加紧贴市场需求，培养的学生更满足市场要求。

（二）项目意义

实训教学是医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训室主要为教学提供服务，而技能大赛作



为教学延伸的一部分，既是检查教学成果的方法，也是提高学生专业技能的重要手段。因

此，将技能竞赛作为高职院校实训室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其提供和营造有利于技能训

练的环境，通过服务技能竞赛来推动日常的教学工作，是高职实训室服务于教学功能的拓

展，更是实训室管理和实践模式的创新。

二、项目研究的具体内容

（一）完善实训室各项管理制度

项目自开展建设以来，项目组成员对本学院所属实训室使用情况进行调研，调研方式

为电子问卷形式，调查时间为 2019年 9月至 2020年 1月，调查对象为药学院药学、中药

学、高职药学三个专业共 425名学生，最后收回学生问卷 409份。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实训

室安全管理体制、制度建设、督查落实、各实验平台之间的协作和共享机制。项目组最后

根据调查结果在原有校级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订了一系列适合本学院实训室

使用的相关管理制度。

（二）实训室规范化管理

1. 规范实训室安全培训，提升应急处理能力，线上线下严格执行实训室准入制度。

参加技能竞赛的学生，需要进行线上考核和线下培训合格后，才能课外时段使用实训

室进行备赛练习。线上：由学校实验中心牵头，联合学院、保卫部门，拟定实训室准入考

试题库，通过我校的学习云平台系统，对学生进行实训室安全理论知识考核，考核合格的

学生方可预约使用实训室；线下：不定期邀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师在实训室现场对学生

讲授：①竞赛操作流程中需要具体操作的细节及安全注意事项，确保学生实验过程的流畅

与安全性。②必备的消防知识：如火场逃生自救、常见消防设施的使用，以及针对实训室

不同类型的火情如何选择合适的灭火器材等。③基本的电学常识和实训室用电的要点。了

解所在实训室的电气配置，以及预防触电、触电后的处理和急救、电气火灾的扑救处理。

④简单的医学处理知识：如出现烫伤、划伤、灼伤、化学品溅入眼、误食试剂等事故的自

我紧急处理。⑤生物安全的基本处理措施。



2. 提升实训室管理队伍的专业性

药学实训室涉及化学危害、生物危害等安全性问题，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除了严格执

行《药学院实训室安全管理制度》外，实训室教师队伍通过学校的实验室资源平台，不定

期进行化学类、医学生物类、通识类在线学习和在线考试；每学期参加由广东省教育厅举

办的高校实验室安全培训会，通过学习和借鉴其他高校优秀的管理方法，不断提高整个实

训室特别是开放实训室的管理水平。

（三）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共享机制

1. 建立实训室开放预约系统

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建立实训室开放预约系统，及时公布实训室资源及开放时段，进

一步完善实训室开放共享机制，让学生通过预约随时进入实训室从事技能竞赛等课外科研

活动，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提高实训室利用率。

2. 构建药学类专业“仪器设备共享平台”

加强实训室建设，统筹管理实训室，建立大型设备共享共用平台及闲置资产有偿使用

出租出借机制；全面清查仪器设施设备，逐步淘汰陈旧老化的设备；拟定并实施实验仪器

设备的维修及更新换代计划，科学提升日常维护、检修水平；加强实验仪器设备前期立项

配置工作，避免重复购置资源浪费；同时不断完善设备的管理制度，包括信息登记、使用

预约、借用审核等，确保实训设备齐全及使用性能的良好性。

三、项目实践和完成情况

（一）项目研究实践运用情况

项目实施以来，实训室管理工作水平得到了长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实训室各项制度得到不断完善，在原有校级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制订了适合本学院

实训室使用的相关管理制度。如：《药学院开放实训室守则》《药学院实训室安全管理度》

《药学院实训室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实验技术人员职责》《实训指导教师职责》等。这些

制度的制订和落实，使本院实训室的管理从分散、无序的状态变成集中，有序化的标准管

理状态。

2. 实训室安全管理制度得到切实落实：实训室安全问题，是实训室管理工作中的重中



之重，在药学类各项目的实训中，使用的化学试剂种类繁多且大部分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针对这个问题，在日常的管理中，对常用的涉及安全性的试剂做到学生领用有登记，归还有

记录，并定期进行实训室安全排查，及时处理存在的安全隐患；对参加校级以上技能竞赛

需要单独使用实训室进行训练的学生，在进入实训室前，要求进行线上（学习云平台进行

实训室安全理论知识考核）线下（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师在实训室现场对学生讲授具体操

作的细节及注意事项）同步学习和考核，考核合格并登记在案的学生才能使用实训室。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的实训室使用安全行为得到了很好的规范，有效地杜绝了学生以往

实验中出现的按照自己的习惯或理解来操作、实训室固体废弃物无单独处理直接与生活垃

圾混放，实验完毕后不清场没记录等等不良习惯。

3. 教与学共管，优化实训室仪器设备管理：定期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仪器设备归类造

册，配置独立的仪器使用简易说明，精密仪器配有使用教学视频；同时项目组成员在日常实

验教学环节当中，也会不定时发布视频拍摄任务，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对某些实训需要使

用的仪器进行使用操作视频拍摄，然后统一在学校的学习云平台上评分，作为学生该课程

的平时考核成绩，学生在进行这一过程（接受任务→查阅相关资料→实时操作拍摄→后期

剪辑完成）当中，就能很好地掌握仪器的使用操作流程和维护保养规范。教学共管的方式

，既提高了学生的个人操作技能，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仪器使用不当引起的故障率。

4. 药学实训室管理微信公众平台的运用

4.1 参加技能大赛训练的学生通过公众号可以了解每周实训室的安排，可以结合自己

的空余时间在公众号上预约个人训练时间，管理员在收集了学生的使用申请后，按照申请

时间的先后，合理安排学生使用实训室的时间。



4.2公众号上设立共享仪器的使用说明书或者视频，学生在进入实训室前可以随时随地

先进行仪器使用操作规程的自我学习，不仅缩短了在实训室学习的时间，还大大提高了学生

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实验效率。

四、项目实践效果评价

项目建设实施以来，实训室的各方面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由于

制度和设施到位，在试行实训室预约开放管理模式期间，我院项目组老师在指导学生参加省

工业分析与检验比赛以及省中药技能大赛等赛项中分别获得：一等奖：2 项、二等奖：3

项、三等奖：2项的优异成绩。

五、项目主要成果

1. 项目论文：邱新华、吴美珠、刘燕、邓礼荷 高职高专药学专业校内生产性综合实

训教学评价调研报告【J】.教育教学论坛，2020，5（24）：336-338

2. 实训室开放管理制度：《药学院开放实训室守则》、《药学院实训室安全管理度》、

《药学院实训室仪器设备管理制度》等

3. 项目主持人及项目组成员 2019-2021 年间指导学生参加多个省级以上技能竞赛，

分别获得一等奖：2 项、二等奖：3 项、三等奖：2项

六、主要特色

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厘清了实训室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问题，有针对性

地修订了更适合本院甚至高职高专药学类，化学类等相关专业使用的实训室制度规范；开展



线上线下同步模式，规范学生实训室使用安全行为；充分发挥网络优势，通过微信公众号

平台建立实训室开放预约系统，在满足日常教学的同时，更好地服务技能大赛的日常备赛

训练，预约系统的推行，使学生通过预约随时进入实训室从事技能竞赛等课外科研活动，

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同时大大提高了实训室利用率；药学类专业“仪器设

备共享平台”的构建，加强了实验仪器设备前期立项配置工作，避免重复购置资源浪费；不

断完善的设备管理制度，包括信息登记、使用预约、借用审核等，确保了实训设备良好的

使用性能，给实训室开放管理工作的推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七、经费使用情况

（一）项目经费收入：

学校配套经费 10000元，省教育厅未给予任何经费支持。

（二）项目经费支出：

项目建设周期内共支出 9710元，其中论文 1篇版面费 3250元；调研及专家咨询费；

仪器设备费等共支出 6460元。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