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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网络信息平台学生自主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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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适应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要求，本中心建立了开放式网络信息平台，包括硬件和实验影像视频课件建设，并对平台

学生自主管理模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实践表明，开放式网络信息平台运行 3 年来在大学生创新研究及实验课件开放使用等方

面已获得显著成效。不仅为本实验中心其他实验技术平台的开放管理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国内高校相关实验室开放的管理提供

了参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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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high quality,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platform was
established, which included the construction of hardware and the experimental multimedia CAI courseware. Its independent management
mode by students was explored and practiced.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platform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terms of students'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use of the experimental multimedia CAI courseware and so on. It
forms not only a basis for the management of other experimental platform of our center, but also serves as a reference mo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related laboratories in other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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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教育改革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要实现高校实验室

的跨越式发展、适应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要求，实验室开放作

为实验教学环节的新形式，目前已成为我国高校实验室改革和

发展的大趋势[1-3]。科技创新是培养创新性人才的重要途径，开

展大学生创新性研究已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建立开放式网络信息平台，为学生提供信息查新平台，对于

学生及时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课题设计、保证高质量地

完成查新研究课题是必不少的[4-5]。同时，随着高校开放实验室

的迅速发展，开放实验室管理已成为实验室工作者面临的新研

究课题，实验室管理必须创新，才能适应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
[7-9]。本着“以教师指导为前提，学生自主管理为主，教师管理为

辅”的原则，本实验中心于 2007 年建立了开放式网络信息平

台，并对网络信息平台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10-13]。

1 网络信息平台的建设

1.1 硬件建设

随着高校创新教育的发展，我校大学生创新研究项目逐年

增多，为了给学生提供创新课题查新、课题设计及实验影像课

件阅读学习平台，中心依托国家“211 工程”及“985 工程”项目

资助，于 2007 年投资 30 余万元建设了一个包括 1 个网络服务

器、30 个网络终端及打印复印等配套设备的网络信息平台，可

同时接受 30 位学生进行网络课题查新、课题设计或实验影像

课件阅读学习。
1.2 实验影像视频课件建设

随着现代实验技术的飞速发展，学生需要掌握的实验内容

越来越多，由于受实验学时数的限制，许多新技术和经典技术

内容无法纳入到实验课程之中。为了开拓学生视野，让学生熟

悉了解更多的实验技术方法，近年来，我们已建设包括细胞生

物学、寄生虫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 6
门课程的实验技术影像课件 70 个，其中自行录制、编辑实验课

件 7 个、规范改编实验课件 34 个、选择性购买引进卫生部

(CAI)视听教材 29 个。

2 网络信息平台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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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开放时间

采取固定时间开放和预约时间开放相结合的方式：①固定

时间开放，即固定每天（包括节假日，寒暑假除外）下午 2:30 至

晚上 10:30 开放；②在大学生创新课题申报前，学生需要查新

及设计课题或临近期末学生需要查看实验课件复习，网络信息

平台拥挤时，学生可以预约上午开放。
2.2 开放内容

网络信息平台除了给学生提供创新课题查新、设计、分析、
总结的计算机服务平台以外，主要是为学生提供实验技术方法

视听课件和理论课 PPT 课件阅读学习平台。本中心目前为学

生提供的课件总数达 136 个，其中理论讲授课件 66 个，全部是

本实验中心教师课程讲授课件；实验 CAI 课件 70 个。课件内

容如下表：

寄生虫学

Parasitology
细胞生物学

Cytobiology
微生物学

Microbiology
免疫学

Immunology
生物化学

Biochemistry
分子生物学

Molecular biology
合计

Total

经典实验

Classical experiment
14 9 13 9 4 4 53

新技术

New technique
2 3 2 2 3 5 17

课程讲授 PPT

Course instruction
10 12 12 10 14 8 66

合 计

Summation
26 24 27 21 21 17 136

多媒体 CAI 课件内容

Contents of Multimedia CAI Courseware

3 网络信息平台学生自主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为了加强网络信息平台的管理，提高网络信息平台的使用

率，我们大胆探索学生自主管理模式，聘用责任心强、网络及电

脑技术较好的学生管理网络信息平台，同时，相继出台一系列

管理制度与职责。经过近 3 年的探索与实践，网络信息平台运

行有序，不仅大大提高了网络信息平台的使用率，而且为部分

学生提供网络管理训练和勤工俭学的机会。
3.1 建立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

在学生自主管理网络信息平台前后，相继出台或完善了系

列管理职责与制度，如：管理员工作职责、网络信息平台管理制

度、安全及卫生管理制度、管理员交接班制度、值班情况登记制

度、维修维护登记制度及网络信息公布制度等。使网络信息平

台管理员人人有章有责约束，事事有据有记录可查。由于管理

制度健全，管理到位，3 年来网络信息平台运行井然有序，未发

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
3.2 学生管理员的选拔与任用

（1）选拔原则：①自愿原则，即学生自愿书面报名，不搞学

生轮流排班；②不影响学业原则，即选拔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担任网络管理员。一方面，考虑成绩较差的学生担任网络管理

员必将会影响其学业；另一方面，成绩优秀者，学有余力，适当

接触电脑、网络及管理工作，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③网络

及计算机操作能力优秀原则，即选拔网络及计算机技术优秀者

担任网络管理员，以便对网络信息平台的网络及计算机进行维

护与维修，保证网络信息平台的正常运行；④困难生优先原则，

在同等情况下，考虑优先困难生担任网络管理员，为他们提供

勤工俭学机会。
（2）选拔程序：自愿报名→学业成绩筛选→考试→面试→

试用。
自愿报名：学生通过书面或网络两种方式填写报名表报

名。
学业成绩筛选：报名人员由年级老师依据学业成绩进行筛

选，保证不影响成绩较差的学生的学业。
考试：由中心出题考试，考察学生网络及计算机知识与操作技

术。
面试：通过筛选及考试后，选拔 5-8 名学生进行面试，面试

内容主要是网站及网络软件的使用与维护、故障排除、计算机

的使用及维护维修等。
试用：通过面试选拔 5-6 名学生考察试用。考察内容主要

是工作责任心、网络及计算机操作熟练程度。考察时间为 1 个

月，考察期过后，选拔任用 3-5 名学生作为网络信息平台管理

员。
3.3 学生管理员主要工作

实验中心网站内容的更新与维护、实验课件的更新、网络

终端（计算机）的维护与维修、网络及课件阅读技术指导、网络

室使用维修维护情况登记及代收网络室使用费等；

3.4 免费和收费并举管理模式

网络信息平台通过凭卡记帐方式同时采用免费和收费两

种方式管理，即对学生进行创新课题查新、课题设计及课题总

结实行全免费，学生先交费凭卡入室，凭学生向中心递交课题

设计报告、课题总结报告或论文等相关资料全数退还所收费

用；同时为了控制网络信息平台拥挤及解决学生网络管理员劳

务报酬问题，进入网络信息平台的师生均以 0.6 元 / 小时收取

使用费。此费用专款专用，限于支付学生管理员劳务报酬和网

络信息平台小型零配件补充，如耳机、鼠标、键盘、饮水等。
3.5 学生自主管理模式的优点

（1）学生管理员来自学生，思想活跃，网站内容更新较快，

且更贴近学生生活和学习、更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促
进网络信息平台的改进与完善；

（2）学生自主管理，可实行晚上开放，大大延长了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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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开放时间，增加了学生进入网络信息平台的机会，提高网

络信息平台的使用率；

（3）免费和收费双重管理，既可以鼓励支持学生开展创新

研究，又可以通过收取少量金费解决学生值班劳务报酬问题，

不给实验教学增加经费负担。

4 网络信息平台开放成效

2007 年 9 月网络信息平台建成至 2010 年 9 月，已接受学

生上机达 15 万余人小时；在网络信息平台完成开题报告 99
份、设计报告 78 份、综述论文 83 份、在正式刊物或全国会议论

文集发表论文 10 篇；本实验中心学生获得大学生创新课题 30
项，其中国家级创新课题 10 项、中南大学创新课题 20 项；获得

中南大学米塔尔学生创新项目 3 项；获中南大学米塔尔优秀学

生创新创业一等奖 1 项、特等奖 1 项。

5 结语

为了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与主观

能动性，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大学生创新项目越来越多。
而高质量的创新项目，除了学生必须具备扎实的医学基础和创

新意识外，建立高水平的网络信息平台是必不可少的[14]。由于

实验课时数的限制，将一些不能纳入实验课程的实验技术内容

制作成影像课件，为学生提供实验课件阅读平台，利用课件图

文并茂、形象直观、声像并举等特点，使学生熟悉、了解更多的

实验技术，拓展他们的视野，这不失为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

重要举措[15,16]。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实验中心建立的网络信息平

台，经过近 3 年的探索与实践，已经收到较好的成效；同时，在

探索和实践中发现，学生网络计算机水平及管理水平参差不

齐，有待进一步培训提高、实验课件等信息资源有待进一步充

实与完善、由于网络信息平台具有开放性、互联性及联系方式

多样性等特点，网络信息平台的信息净化与安全等有待进一步

完善与提高[17，18]。我们相信，高等教育走向以网络环境为依托的

教学必将成为今后教学改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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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实验采用 DAD 检测器对紫外区扫描的各波长下的色谱

图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芒果苷在 257nm 有最大吸收峰，而

且在此波长下待测成分与复方中其他成分可有效的分离，故选

定 257nm 作为测定波长。
本实验比较了不同提取溶剂如水、乙醇、甲醇、70%甲醇、

50%甲醇加热回流，超声提取等不同提取方法的提取效果，以

70%甲醇超声提取 30 min 效果为佳，同时对超声提取次数进行

考察，发现 30min 提取一次已可将大部分成分提出，所以采用

超声提取一次的方法。
芒果苷属双苯吡酮类成分，具有一定的弱酸性。在流动相

中加入磷酸可明显改善峰形，并且磷酸是不挥发性酸，保证了

流动相酸度的稳定性。经反复摸索，选用 0.1%磷酸水溶液。由

于复方成分较多，等度洗脱难以达到基线的完全分离，最后选

用乙腈 0.1%磷酸水溶液进行梯度洗脱，效果较好。
本研究采用 RP-HPLC 外标法直接测定酸枣仁汤中芒果苷

的含量, 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简便、易行、快速, 结果准确可靠,
可为酸枣仁汤质量控制和工艺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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