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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高等教育提出“双一流”高校建设以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方

面,各高校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略布局。 没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就不可能有一流的高校。 因此,师资队

伍建设成为各“双一流”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双一流”高校建设对实验技术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要

求实验技术人员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宽广、技术能力精湛,具有良好的规划设计能力、沟通协调能

力、决策和执行能力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但现有“双一流”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存在一些普遍和共

性问题,例如建设理念不科学、考核机制不健全、队伍结构不合理、岗位职责不明确、实验技术队伍不稳

定、培养机制不完善、队伍建设无规划等。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双一流”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的对

策和建议,包括更新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采取激励措施,完善绩效考核机

制;拓宽人才引育渠道,提高人员综合素质等。 这些对策和建议可以为“双一流”高校实验技术队伍的建

设提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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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5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双一流”高校建设总体方案以来,实验室“双一流”
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1] 。 “双一流”实验室建设不仅需要一流的实验仪器设备、一流的实验室环境

以及一流的实验室管理,更需要一流的实验技术队伍。 随着“双一流”建设经费的逐步到位,各高校

的实验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但由于“双一流”高校在人才引进、绩效考核、职
称晋升、激励机制、岗位待遇等诸多方面的政策与实验技术人员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与“双一流”
高校建设的初衷违背,阻碍了实验技术队伍建设的进程。 因此,建设一支掌握先进实验教学方法、
具有实验室科学管理能力、能够适应“双一流”高校发展需求的高水平实验技术队伍尤为紧迫[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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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双一流”高校实验技术队伍现状

笔者从事学院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工作长达 8 年,并与国内“双一流”高校的实验室管理同仁进

行过大量的交流和探讨,发现“双一流”高校的实验技术队伍建设存在诸多共性的问题。 目前,普遍

存在建设理念不科学、考核机制不健全、队伍结构不合理、岗位职责不明确、实验队伍不稳定、培养

机制不完善、队伍建设无规划等问题,给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带来了危机和挑战。
(一)建设理念不科学

目前,高校在人才引进上强调博士学位和海外经历,“双一流”高校尤甚。 由于教学实验技术人

员在高校地位不高、薪酬偏低,导致高学历人才不愿意充当实验技术人员。 针对上述问题,首先,应
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实验教学在培养创新人才和实施素质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实验教学不是理

论教学的附属品,而是理论教学的延伸和拓展,在培养创新人才和实施素质教育方面起着重要的作

用[3] 。 其次,高校课程体系中设置的一般性实验教学环节,例如验证性、综合性和演示性的实验教

学,并不需要特别高的学历人员也可以很好地完成。 因此,实验技术人员的配备应该具有层次性,
实现高、中、低学历人员相互搭配,一味地追求高学历的人才建设理念不现实,也不可行。

(二)
 

考核机制不健全

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存在较大差别,完全套用理论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方法对实验教学来说危

害很大。 实验技术人员一般采用坐班制,其工作涵盖实验教学项目的建设、实验室环境和安全的维

护和管理、实验课程的设计和实验教学的指导、仪器设备的维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实验教学改革和

创新等。 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量每年并不固定,也难以进行准确量化,因此,对于实验技术人员的

考核往往流于形式。 此外,尽管在教学计划中,不同性质的实验室以及不同种类的实验的实验课时

相同,但工作量则可能相差悬殊,导致量化考核存在较大困难。 很多高校对实验技术人员均有考

核,但是考核指标大多集中在实验学时、论文、专利等指标上,与实验技术人员的实际工作存在很大

差距,导致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
(三)队伍结构不合理

“双一流”高校普遍存在实验技术队伍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等严重不合理

的现象[4] 。 从年龄结构上看,中青年人员比例不高,队伍严重老化;从知识结构上看,高学历人员实

践经验缺乏,低学历人员专业知识欠缺,对高精尖设备维护和管理不到位;从学历结构上看,拥有博

士、硕士学历的人员偏少;从职称结构上看,实验技术人员初级职称偏多、高级职称偏少、正高级职

称人员在实验技术口基本没有或甚少。 从中南大学 2016 年实验技术人员统计数据分析,在未来 5
年内,直接从事实验技术人员的退休比例达到 22%;博士、硕士、本科和本科以下实验技术人员的比

例分别为 7%、27%、36%和 30%。 全校 420 名专职实验人员中,正高和副高的比例仅为 35. 5%,远低

于理论课教师中正高和副高的比例;全校仅 10 名正高职称且均在科研实验室任职,且在教学实验

室均无任职。
(四)岗位职责不明确

实验室的工作纷繁复杂,涉及教学、管理、科学研究、物资采购、仪器维修、大型仪器管理等方方

面面[5] 。 实验技术人员岗位职责不明确,往往一人身兼数职,且需完成多项关联性不大的工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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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实验技术人员疲于应付、工作效率不高、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影响他们工作的热情和创

造的渴望。
(五)实验队伍不稳定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多数人认为实验从属于理论,与之相对应的实验技术队伍并未获得像理论

教师一样的重视[6] 。 大多数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为解决引进人才配偶的工作问题,将一些

缺乏专业技能的人员分配到实验室工作。 同时,由于部分校办企业的升级改造或倒闭,部分下岗工

人、退伍军人在高校也基本上被安排在实验技术队伍中。 因此,能力水平较高的实验技术人员或选

择跳槽,或攻读学位为跳槽做准备。 以上现象造成实验技术队伍结构较混乱,实验技术人员没有动

力和干劲,缺乏工作激情。
(六)培养机制不健全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实验室的安全和环保问题,对实验技术人员的相应培训逐渐增加。 但相

对于科研和教学人员,实验技术人员的培训往往流于形式,且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7] 。 此外,由
于学校对实验技术人员的培训机制不健全、经费难于保障,导致实验技术人员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

高。 部分高校实验技术人员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导致实验教学效果差,实验教学事故频发。

二、“双一流”高校实验技术队伍的新要求

“双一流”大学不仅要以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为依托,更需有高素质、高水平、稳定的实验技术队

伍做支撑。 实验技术队伍是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桥梁和基石,其能力水平和综合素质直接影响

到实验室的建设、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科学研究成果的产出[8] 。
首先,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三全育人”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具体举措,实验技术人员在

高校培养人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9] 。 实验教学在培养人才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实验教学内容从验证性实验向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

转变,实验教学仪器向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转变,实验教学方式从灌输式向混合式、探究式、体验

式和信息化方向转变,这就要求实验技术人员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宽广、技术能力精湛。
其次,实验技术人员不仅承担实验教学和实验设备维护的任务,同时还承担实验室日常管理、

实验中心建设、实验室安全和环保等方面的职能。 因此,实验技术人员应具备规划设计能力、沟通

协调能力、决策和执行能力、安全和环保知识等。
再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关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走向。 在“双一流”高校的建设过

程中,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在大学教育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据调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绝大多数在实验室完成,因此实验技术人员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这便要求实验

技术人员具有良好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造能力。
最后,实验技术人员通过学科实验教学来进行人才培养,更加注重实验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使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获取知识、方法和经验,培养学生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作风。
这就要求实验技术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严格的实验操作、严谨的理论分析、科学的数据

处理等方面的能力,从而做到知行合一,在言行上为学生起到的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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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一流”高校实验技术队伍的建设对策

针对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按照新形势下“双一流”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

设的新要求,探索“双一流”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和管理的有效措施和途径,为建设一支素质优

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实验技术队伍提供支撑,为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一)更新观念,加强顶层设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10] 指出,“牢固树立人才培养在高校

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人

才”。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是当前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 实验室则是高校培

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主要阵地,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实验教学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 随

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高校实验室仪器设备和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部分实验室与国外实验室相比

也毫不逊色,但是对实验技术队伍建设的重视则远远不够。 因此,必须更新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和

统筹规划。 首先,必须改变实验技术人员为教辅人员的观念,淡化理论课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的身

份界限,解决实验技术人员被边缘化的问题[11] 。 其次,学校领导必须重视实验技术队伍的建设和管

理,在人事编制、岗位设置、职称评定、业绩考核、激励机制、人才梯队等方面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

施。 例如,在人才梯队建设上,研究和制定合理的人才梯队政策是当务之急;在职称评定上,一定程

度上向一线实验技术人员倾斜;在业绩考核上,采取定量考核和定性考核相结合的方法等。 最后,
实验技术人员自身也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升自身职业道德修养。

(二)
 

建设合理的实验技术队伍梯队

在实验技术队伍梯队建设上,当前形势下一味地追求高学历实验技术人员既不可行也不现实,
更没必要。 制定合理的人才队伍梯队是目前实验技术队伍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双一流”高校应

进行系统调研,在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知识结构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判。 针对目

前“双一流”高校实验技术队伍普遍存在的学历偏低、年龄老化、职称偏低等现象,提出切实可行的

措施。 “双一流”高校应在学历结构上引进硕士研究生,部分专业可引进博士研究生。 通过上述途

径,可解决学历层次偏低的问题,另一方面可部分解决年龄老化的问题。 另外,可以通过有针对性

的培养来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学历层次和知识结构。 近年来,“双一流”高校一味追求高学历实验

技术人员,高校实验技术队伍的老化十分严重,基础实验室甚至个别专业实验室到了难以为继的地

步。 此外,为了解决实验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部分高校采取理论课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共同承担

实验教学,以及博士学历人员入职前 2~ 3 年必须到实验室工作等措施。 笔者认为,上述措施的实施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实验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也使得高学历人员在实验室得到了一定的锻

炼,但措施难以改变实验技术人员不重要的观念,对实验室的建设是有害无益。
(三)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

有高校实验岗位设置分为实验教学岗、实验技术岗和实验管理岗,并明确了相应的岗位职责。
这种岗位设置和岗位职责的划分和实际情况往往存在较大差距。 高校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一般是

按照具体的实验教学项目来划分,这样有利于实验教学技术实现实验设计、实验教学与指导、实验

结果分析、实验报告的批改,以及实验仪器设备的维护和管理一条龙服务。 实验教学岗、实验技术

181



　 　
　 　 　 　 　 　 　 　 　 　 　 　 　 　 　 　 高等建筑教育　 　 　 　 　 　 　 　 　 　 　 　 　 　 　 2020 年第 29 卷第 5 期　 　 　

岗和实验管理岗的设置人为割裂了实验教学到实验设备管理的良好循环,各个岗位之间存在交叉,
导致产生矛盾。 同时,由于部分专业实验室只面向本专业学生授课[12-13] ,存在专业招生人数少、所
授实验项目比较多,而实验技术人员比较少的情况,部分专业实验室甚至只有 1 名实验技术人员。
因此,按照上述实验岗位的划分,既不科学也不现实。

按照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多年来的实践和探索,岗位设置按照如下思路:实验室主任由各专

业系所的教学副主任担任,负责实验室的规划制定和建设。 这样有利于紧密结合具体专业的培养

计划来设置实验教学项目,避免了实验教学和专业培养计划的人为脱节。 实验技术人员实行实验

教学项目负责制,每位实验技术人员负责某个或某几个具体实验项目,从实验室的安全和环保、实
验教学仪器的采购(定制或自制)、维护和管理,到实验教学指导、实验数据的分析、实验报告的批改

等所有工作。 学院设置一个资产管理岗位,负责全院的实验室资产管理,包括教学实验室、科研实

验室等。
(四)采取激励措施,完善绩效考核机制

职称评聘难是很多高学历人员不愿意从事实验教学工作的主要原因。 例如,我校总计有 400 余

位实验技术人员,每年正高级职称岗位仅 1~ 2 个指标,副高级职称岗位也只有 4~ 5 个指标。 根据每

年评定结果,正高级职称岗位基本上是在科研实验室工作的实验技术人员获得,在基础实验室和各

专业实验室工作的实验技术人员很难获得。 因此,在职称评定方面,应适当增加正高级和副高级职

称岗位,让实验技术人员能够有更好的职称评聘通道是当务之急。 学校设置实验技术职称评审委

员会,修订实验技术系列职称评审条件,实验技术职称单独评审,重点考察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管

理、实验教学改革以及学生对实验教学的评价等方面。 实验技术职称评审必须是在岗实验技术人

员,并且规定必须在岗工作的年限,严禁非实验岗位工作人员挤占实验技术职称指标。
在岗位待遇上,充分肯定实验技术岗位的重要性,适当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薪酬待遇[2] 。 我院

实验技术岗位职称的年终总绩效按相同职称的教学科研人员年终平均绩效的 95%核算。 全院实验

技术人员的岗位绩效按实验技术人员的职称、每年工作量和相关业绩进行定性和定量考核,并适当

向基础课实验室倾斜。 具体考核由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副院长和各个实验室主任负责。 各个实验

室的工作量在和实验室主任充分沟通后按照实验项目的难易程度进行量化计算,再按照工作量分

配实验室的编制数量和年终绩效。 编制数量不一定是整数,但不影响年终绩效的分配。 此外,对实

验教学有突出贡献的实验技术人员,如在申报省级和国家级示范实验室、省级和国家级虚拟实验

室、虚拟实验教学项目、自制实验仪器设备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由主管副院长在院党政联席会

提出讨论通过后实行额外奖励。 上述激励措施可大大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专业实验室的研究生论文实验工作量和本科生创新实验工作量由研究生指导老师或创新项目

指导老师负责从科研经费中补贴;基础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的开放工作量由学校实验室开放基金

中负责补贴。 实验技术人员完成的专利、论文、奖励等纳入科研奖励的范畴。 学校每年的安全稳定

工作先进个人向实验技术人员倾斜,采取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以精神激励为主的措施,提
高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五)拓宽人才引育渠道,提高人员综合素质

针对实验技术队伍学历不高的现象,应积极拓宽人才引育渠道。 由于我校采取教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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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给本科生授课的方式,但部分学院和专业教学工作量不足,导致部分讲师无课可上。 学校出台

鼓励措施,欢迎讲师转到实验技术岗位从事实验教学和管理工作。 鼓励博士毕业生入职后先到实

验技术岗从事实验教学、实验技术研究和管理工作。 但到目前为止,学院还没有博士毕业生直接入

职实验技术岗位。 因此,学院应积极引进硕士毕业生直接到实验室工作,担任专职实验技术人员并

鼓励实验技术人员在职攻读更高层次的学位。 上述措施的实施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实验技术队伍

的学历层次、学历结构和知识结构问题。 其次,建立定期培训制度,校内定期开展实验室安全和环

保、实验教学、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管理等方面的培训。 再次,提供专门经费,鼓励实验技术人员

参加国内外各种实验室管理和培训会议,参观其他高校示范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加强校际之间的交

流和合作。 聘请著名大学、科研机构专家和学者到实验室讲学和传授经验。 再次,学院按照《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 [14] 的要求成立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学院实验技术队伍的建设

措施也给予充分指导。 最后,建立培训评价制度,及时跟踪培训效果,并将培训成果作为实验技术

人员工作量考核的一部分。 此外,通过学校和学院两级督导,对实验教学进行跟踪并提供及时的评

价和指导,提高实验教学的效果和实验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

四、结语

高校“双一流”建设给高校实验实验室建设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高校实验技术队伍

的建设作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一流的实验技术队伍是一流科学研究成果

和一流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 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实验技术队伍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 从

“双一流”高校对实验技术队伍的新要求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更新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合

理的实验技术队伍梯队,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拓宽人才引育渠道以及设置合理的岗位并明确相应职

责。 此外,学校各级领导应加强调研,科学分析实验技术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强有力的措

施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改善实验技术队伍的现状,从而助力高校“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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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versities
 

in
 

China
 

gained
 

fruitful
 

progress
 

in
 

strategic
 

blueprint
 

on
 

personnel
 

tra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social
 

servic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since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was
 

proposed.
 

It
 

is
 

impossible
 

to
 

construct
 

a
 

first-class
 

university
 

without
 

a
 

first-class
 

faculty.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has
 

been
 

taking
 

as
 

the
 

top
 

priority.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presents
 

new
 

demands
 

on
 

experimental
 

technical
 

team 
 

such
 

as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broa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xcellent
 

technical
 

skills 
 

planning
 

and
 

design
 

capacity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capacity 
 

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capacity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common
 

problems
 

on
 

experimental
 

technical
 

team
 

construction
 

in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such
 

as
 

unscientific
 

construction
 

concept 
 

inadequate
 

evaluation
 

mechanism 
 

unreasoned
 

team
 

structure 
 

indecisive
 

position
 

statement 
 

unstable
 

technical
 

team 
 

defici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no
 

planning
 

on
 

team
 

construction 
 

etc.
 

To
 

tackle
 

these
 

problems 
 

countermeasure
 

and
 

suggestion
 

are
 

put
 

forward
 

about
 

experimental
 

technical
 

team
 

construction
 

in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which
 

include
 

renew
 

concepts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reasonable
 

job
 

post 
 

clear
 

job
 

responsibility 
 

incentive
 

measures 
 

impeccable
 

performance
 

appraisal
 

mechanism 
 

broaden
 

the
 

channel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improve
 

comprehensive
 

quality 
 

etc.
 

The
 

suggestion
 

and
 

countermeasure
 

can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o
 

construct
 

double
 

first-class
 

experimental
 

technical
 

tea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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