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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开放性实验室深度融合的探索

罗　 侃１， 刘明纲１， 张　 敏２

（ １ 成都工业学院， 成都 ６１１７３０； ２ 四川大学，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

摘　 要： 大数据时代赋予高校、教育机构培养人才更高的使命和要求；信息技术与开放性实验室的深度融合是时代要求。 建

立各种信息功能平台，建立校内、校外实验、实训基地，构建产教融合的应用性校、企开放型实验室；开展移动式实验项目、开
展线上，线下学习；加大时间、空间的多维开放力度，提高开放质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学生的信息化素

养。 高校、教育机构采用各种策略，确立开放实验室与课程改革结合的思路，为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服务，为国家工业转

型人才培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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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信息技术与开放性实验室深度融合是时

代所需

　 　 云计算、大数据时代下，数据增长很快、信息技

术不断更新，信息正以几何级数增长；如何更好地收

集、处理和利用信息，则已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热点

问题。 高校学生作为社会知识群体最具创新探索精

神的有生力量，也是国家战略、工业转型、全民创新

创业、互联网＋的后备人才。 而具备良好的信息素

养才能适应大数据社会的发展要求。
同时，通过广泛的调研可知，高校中开放实验室

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迄至目前所推出的科研成果

中很多都是围绕着高校实验室的智能管理与建设。
在此基础上却仍需强调指出，对于高校学生而言，高
校实验室业已成为高校学生提升自身综合实践能

力、以及增强高校数字化信息建设实力的重要场所。
面对着当前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和就业形势的各种

变化，许多高校都在针对全校学生开设的实验课程

展开进一步改革，开始深入思考实验教学的目标、
任务，与学生能力培养关系，注重实验开放的实验教

学内容、实验教学手段、实验教学方法及考核的模式

与方法等所蕴含的个性和共性考察，以适应大数据

时代对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所提出的更高要求。 信息

技术与开放性实验室深度融合是时下科技飞速发展

的必然进化趋势。 为此，各家高校也纷纷采取了不

同的思路及策略，设计研发了不同特色的软、硬件平

台，也都取得了颇为良好的应用效果。 本文即拟对

这一课题内容给出分析论述如下。

２　 信息技术与开放性实验室深度融合背景

下高校采用的策略解析

２．１　 建立虚拟化、云桌面实验室，开展ＭＯＯＣ，ＳＰＯＣ
教学等移动式学习平台

实验室的开放立足于空间开放和时间开放，应
注重学习平台的建设。 各高校相继通过对实验教学

方法、实验教学手段广泛开展研究与探索，先后引入



ＭＯＯＣ、ＳＰＯＣ 教学，建立虚拟化、云桌面实验室，实
现开放型实验室在建设和管理上的全面升级，构建

了教、学、测、评一体化平台。
这里仅以计算机类课程为例，较新公布研究发

现，目前国内高校已有多达 ６００ 余所，遍布 ３１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组织了各类活动 １００ 多次，吸引

了超过万人次的教师参与；推动教师在国内、外主流

平台上开设计算机类慕课、就是国内大规模在线开

放课程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 ２００ 多门，学
习人数突破 ８００ 万人次。 如上的科学统计结果见图

１。 由图 １ 可知，时下的大多数高校更加注重提高学

生个人的自主学习兴趣，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培养

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线上学习和线下自主研究的科

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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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计算机类课程（慕课）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 ＂ 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 ＂

２．２　 信息化开放实验室平台建设与课程改革结合

的思路，有力提升学习效果

开放实验室与课程改革相结合，提出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网络教学为辅助”的原则理

念，明确学生是学习、实践和创新的主体， 教师发挥

向导作用， 成为启发者和示范者。 贯彻以学生为中

心 （以生为本） 的思想，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程学

习， 将培养好奇探索能力作为学习的基本要求。 确

定多元化的考核目标，将课堂学习与课外实验室深

造的表现相结合，实现全方位、综合性考核。
实验课程改革与信息化结合，开发自主学习实

验平台，实验平台配置有一系列实用功能，诸如：循
序渐进式、反复式实验选择功能、及时提供实验向导

学习功能，实验项目导师的远程协助功能、实验积分

激励功能、实验成果及时存储功能设计等，以启发和

训练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导， 着眼于自主学习时积

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从而增强学生自主

学习中灵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实验教学方法以项

目驱动式推进教学，强调、重视实验效果反馈，这样

一来将极大地提升学习效果。
２．３　 建设信息化的开放型实验室的软、硬件平台，

构建校、企合作实验室

研究发现各高校先后建设了虚拟化、云桌面平

台、网络教学平台（ＳＰＯＣ）课程平台，采用学、测、评
一体化平台（网络教学教室、虚拟化与云平台、考试

平台、实验平台等）。 引入实验课程实习（验证型实

习、综合性实验，设计型实验专周）功能，课外专项

辅导等措施，加强开放实验室建设及信息化建设，为
课程提供服务支撑。

鼓励校企合作，建立校企合作实验室，组织学生

参加各种设计大赛、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大学生

课外科技项目， 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解决问题

的综合能力为宗旨，使学生在开拓进取中增强了自

身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３　 信息技术与开放性实验室相结合促进、完
善实验教学

３．１　 加强实践教学信息化，加大实验室的开放，促
进自主学习

实验教学必须配备有信息化的实践教学任务

书、信息化的实践教学大纲、信息化的实践教学计

划、信息化的实践教学指导书等。 重视信息化管理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加强对实践教学效果和学习效

果的信息化的评价。 如前所述，要做到这些，都需要

在更高水平上继续加大实验教学的信息化和开放力

度。
加强实践教学效果和评价可以引进虚拟云桌

面、多媒体网络教学软件、学、测、评一体化平台，研
发实验教学平台等，为学生营造协作交互的教学实

验环境。 以学生为主体、以自学思维培养为核心，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

开设了信息化的实验教学、微课、翻转课堂，采
用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先教后学和先学后导、线上

和线下相结合等模式，体现了实验教学的多模式、多
层次、高技术和应用型特点。

研究发现，开放型实验室一定隶属于实验教学

中心，具有设备精良、资源共享、开放服务、管理先进

的优势，拥有高素质及爱岗敬业的队伍，教研、教改

成果突出的团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信息化与开放

实验室深度融合，并为人才培养发展提供更好服务。
３．２　 开放实验室的组织与信息化设计

开放实验室的服务包括能被人、程序、或者其它

服务使用的实体。 其服务可能是一个计算体、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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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与其它用户通信的管道、硬件设备和软件过滤

器等等。 例如：打印机服务、文档格式转换器。 师生

通过普适网络来访问各类服务，一般使用的都是常

见的计算设备。
在开放实验室中，可参考现有成熟服务发现模

型来构造符合智能化实验室的服务模型。 智能化实

验室存在一个服务索引数据库和接口网关，可接受

来自开放性实验室服务的注册请求，该网关同时向

校内人员提供其所拥有的服务信息。
开放实验室可分为若干种角色，即：校园服务、

校内人员、校园服务代理、校园服务索引数据库。 因

而在开放实验室的运行过程中，仍需全面加强开放

实验教学中心的网站、手机 Ａｐｐ 软件建设，其设计

构架如图 ２ 所示。 通过网站、手机 Ａｐｐ 来预约实

验、使用实验室、以及与指导老师约定时间等。

服务索引数据库

服务信息反馈 查询服务

发现服务
校园服务代理

请求服务
服务封装

校内人员 校园服务
请求服务

图 ２　 开放实验室各种角色间的交互架构图

Ｆｉｇ． 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ｏｐｅ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后台管理与前台管理包括：设备管理功能、规章

制度功能、实验资源功能、网络信息化实验课件、实
验教学微课、创新成果资源、问题讨论、科研等。 对

外、企事社会服务开展校、企，产教合作，重在应用，
服务社会。

４　 结束语

重视实验室信息化建设工作，重视实验室开放

工作，力争做到实验室时间、空间等多维开放，建立

移动式实验室、远程实验室，加强各种实验平台建

设、实验教学资源网建设，促进开放实验室与各种教

改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采取形式多样的考

核模式，总而言之，即是将与实验室开放有关的各项

工作纳入教学改革的完整体系中，成为高校重点工

作内容之一。
鼓励师生将科研成果中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创新能力的部分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将先进的

实验教学手段和教学思想融入实验室信息化、开放

进程中，构建校、企事业单位的校内、外开放型实验

室，真正实现信息化、开放性实验室与产教相结合，
为教学科研和国家工业转型所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培

养发挥有益助推作用。 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应

用价值。

参考文献

［１］ 朱玉华，庞洁． 国家重点实验室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的探讨［Ｊ］ ．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２０１３，３２（５）：１９８－２００，２０４．

［２］ 林卉，胡召玲，赵长胜，等． 高校开放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Ｊ］ ．
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１０，２７（３）：１５２－１５５．

［３］ 潘蕾． 实验室开放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Ｊ］ ． 实验技术与管理，
２００７，２４（９）：１３１－１３３．

［４］ 宗平，朱洪波，黄刚，等． 智慧校园设计方法的研究［ Ｊ］ ． 南京邮

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３０（４）：１５－１９，５１．
［５］ 茅维华，唐守国，高淑娟，等． 校园信息化关键技术平台之研究

与实践［Ｊ］ ．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９，４８（Ｓ１）：３２６－
３２８．

（上接第 ３２２ 页）
但本文只是定性研究大数据技术在高校财务预算管

理中的应用，缺少定量的实证分析研究，没有实际数

据的支撑，这可能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同时，大数据

技术应用带来的系统风险还没能得到彻底化解，有
待近一步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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