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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引入链式管理理念对中学物理实验室管理效果的影响。 方法 在

2019 年 2 月到 2022 年 1 月对我校物理实验室进行链式管理，从记录中调取 2016 年 2 月到
2019 年 1 月的资料作为对照。结果 引入链式管理后，课外实验课虽然从 17 节/年增加到 44
节/年，但出现时间冲突却由 6次/年降为 0次/年；仪器损坏率、折旧率、报废率和遗失率
分别从 11.3%/年，15.7%/年，10.4%/年和 7.8%/年，下降至 6.4%/年，12.1%/年，5.4%/年
和 1.2%/年；仪器外借及时归还率从 86.9%升至 99.8%，平均归还时间由（7.2±2.3）天缩
短至（4.5±1.1）天（p<0.05）；仪器损耗后补充的平均时间由（45.6±12.6）天缩短至
（30.1±8.4）天（p<0.001）；仪器日常巡视由 4次/年增加至 12 次/年，仪器日常检修由 6
次/年增加至 12 次/年；新仪器的添置由 2件/年增加至 4件/年。结论 采用链式管理能够通
过强化实验室管理从而提高其使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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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hain management on physics laboratory of 

middle school. Methods  To perform the chain management between February 2019 and January 

2022 as a study group. To extract the data from database that was between February 2016 and 

January 2019 as a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conflict of laboratory classes after school 

decreased from 6/year to 0/year although the total of laboratory classes after school increased from 

17/year to 44/year. The percentages of instruments damage, depreciation, scrap and loss decreased 

from 11.3%/year, 15.7%/year, 10.4%/year and 7.8%/year to 6.4%/year, 12.1%/year, 5.4%/year and 

1.2%/year, respectively. The percentages of the instruments return on time increased from 86.9% 

to 99.8%. The average time of the instruments return decreased from (7.2±2.3) days to (4.5±1.1) 

days (p<0.05). The average time of instruments supplement decreased from (45.6±12.6) days to 

(30.1±8.4) days (p<0.001). Routine instrument checking increased from 4 times/year to 12 

times/year and routine instrument maintenance increased from 6 times/year to 12 times/year.  

Two new instruments were added per year in the past, and four new instruments were supplied per 



year in the current time. Results  chain management can improve the laboratory’s efficiency by 

intensifying it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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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物理实验室是进行实验探索和课堂教学的场所，是物理

教学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校开展科技活动和师生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

完善和加强实验室管理对保障实验室安全和提高实验室效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随

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实验教学成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实验技能、创新能力和科

技素质的重要环节，课外开设实验课也越来越常见。这些都对物理实验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如何更好地为师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成为一个值得必须重视的崭新问题。“过程管理

是保证质量的重要环节”[1]，要保证质量就必须从强化过程管理入手。网络技术和管理学的

理念为强化过程管理提供一个新的方法，为此，我们从 2019 年到 2022 年尝试引入链式管

理理念借助网络技术对物理实验室进行全过程监控和管理，希望能借此提高实验室的管理水

平和使用效能，现将探讨结果总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 年 2月-2022 年 1 月对我校的物理实验室进行链式管理，从记录中选取 2016 年 2月-2019

年 1 月的资料进行对比。 

1.2 方法 

采用链式管理理念对实验室工作进行梳理，制成流程图，并在管理系统上设置。整个系

统共设置 9 个模块：规章制度+查询+7 个工作模块（图 1） 

 

 

 

 

 

 

 

 

 

将规章制度落实在系统设置中，所有工作以流程的形式呈现。点击办理事务，首先显示

和该事务相关的规章制度、办理流程和注意事项，接着才进入具体办理过程。整个办理流程

进行到哪一个环节，办理意见如何，申请者经办者和审批者随时能够查阅（图 2，3 和 4）。

实验室管理人员的日常巡查、检修和维护工作也必须在系统上录入登记。所有工作都以系统

上记录为准。 

 

 

图 1. 物理实验室管理的模块设置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构成比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 基本情况 

链式管理涉及实验室管理人员/物理老师/学生分别为 1/6/1448 名，链式管理前涉及上述

相关人员分别为 1/6/1564 名，两组的构成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 

2.2 链式管理前后实验室工作对比 

项目 系统链式管理前 系统链式管理后 

课内实验课时间冲突（次/年） 0 0 

课内实验室额外开课（节/年） 8 21 

课外实验辅导开课（节/年） 17 44 

课外实验辅导课时间冲突（次/年） 6 0 

仪器损坏率（%·年） 11.3 6.4 

仪器折旧率（%·年） 15.7 12.1 

仪器报废率（%·年） 10.4 5.4 

仪器遗失率（%） 7.8 1.2 

仪器外借及时归还率（%） 86.9 99.8 

仪器外借平均归还时间（天） 7.2±2.3 4.5±1.1* 

仪器损耗后补充的平均时间（天） 45.6±12.6 30.1±8.4*** 

仪器日常巡视（次/年） 4 12 

仪器日常检修（次/年） 6 12 

新仪器添置（件/年） 2 6 

* p<0.05    ***p<0.001 

 

3、讨论 

物理是一门实验科学，离开了实验，就很难直观形象生动地上好物理课[2]。实验室是开

展实验教学的主阵地[3]，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基本环节，也是提高物理教学质量的重要一

环。全国许多城市陆续开始要求在中考物理理论考试前进行实验操作考试，正是重视实验教

学的体现。要提高实验教学的水平就必须重视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探索提高实验室管理水

平的方法成为实验室管理人员必须探讨的课题。 

图 2. 事务办理 图 3.办理流程图 图 4.进度图 



既往的研究显示目前中小学实验室普遍存在[3-5]：（1）实验课开课不多，仪器使用率不

高，使用效率低下；（2）制度管理不完善，信息化不足，不同年级班级的实验课时间冲突，

课外辅导的实验课更容易出现；（3）仪器损耗较为严重，补充滞后，更新慢采购不合理维护

困难。引入链式管理可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 

链式理念最初是用于企业管理，要求是：理清内部各考评单元，建立考评单元之间相互

关联、相互监督和相互激励的运行机制。它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利用效率，降低成本，

提高效益[6]。目前已经扩展应用于到各个方面的管理。具体到实验室工作则要求：理清各项

事务的运行规范，将每个环节作为管理对象，保持每个环节的连续性，克服无序和混乱，从

而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过程质量，确保最终结果。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对实验室进行链式管理能使得：不同年级班级的实验课冲突明显减少，

实验课开课增多，仪器的损坏率、折旧率、报废率和遗失率下降，提高仪器外借的及时归还

率和缩短归还时间，仪器损耗后补充的时间缩短，日常巡视和检修次数增加，新仪器的添置

也增加，提示链式管理可以明显改善实验室使用效能。 

引入链式管理能取得上述效果，其原因可能在于：1、师生在统一的系统上申请实验课

时间，实验室管理人员根据先后顺序和场地情况进行安排，每个相关人员都可以看到这个流

程知道进度，整个过程公开透明。这样就有助于提高师生服从安排的自觉性。既往实验课冲

突，虽然有进度安排的问题，但实验室缺乏统筹协调是更直接的原因。现在所有拟进行的实

验课都统一预约和安排，从而有效避免“撞车”现象。因此课内外实验课虽然数量增多，但

“撞车”情况却消失，实验室的使用效能得到明显提高。2、仪器损耗严重，虽然有使用者

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的因素，但实验室没有严格规范管理，没有做好事前宣教，事后检查

确认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在链式管理下由于强化了使用登记、用后检查、借出归还和

出库入库等制度，要求所有工作必须录入系统有迹可循，从而确保责任到人，减少师生由于

责任心不强而增加仪器设备的损坏，也避免了外借时间过长和未能及时归还等“顽疾”。所

以链式管理后仪器损坏率、折旧率、报废率和遗失率显著下降，仪器外借及时归还率上升，

归还时间缩短。这样让实验仪器能够物尽其用，节约实验室的开支。3、链式管理强化了巡

视和检修要记录留痕，避免了原先的巡视和检修不能落实到位，在客观上增加了仪器设备的

日常巡视和检修。既往实验仪器补充滞后，固然有管理层不够重视、仪器过于专业产量有限

购买不易等主客观原因，但实验室不能及时盘点清查也是重要原因。在历史管理下由于做好

了出入库登记管理和核查，确保仪器损耗能第一时间发现，及时上报及时按规定进行购买补

充。特别是事务的办理流程和进度一目了然清晰可见，避免了不同部门和相关人员的互相推

诿，加快了办事速度。此外本研究还发现链式管理后，新仪器的添置也所增加，这可能和实

验室开课增多，效益提高；仪器总账目更为清晰，管理层能更及时直观地了解实验室的情况

从而更加重视实验室工作有一定关系，但对此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地探讨才能确定。 

4、结语 

“理论来源于实践”，物理课缺少实验，就无法提高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感性认识，难以

逐步培养学生探究物理理论的科学思维。既往存在的实验课开课不多，仪器使用效率不高，

确实有教学任务重，压缩实验增加理论课等原因，但和实验课容易“撞车”、仪器陈旧更新

不及时等也有一定关系。提高实验室效能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物理学习的兴趣，更牢固地掌握



理论知识。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引入链式管理理念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强化实验室的管理，减

少不同班级实验课冲突的可能，降低实验仪器的损坏率、折旧率、报废率和遗失率，提高仪

器的及时归还率缩短归还时间，加快仪器损坏后的及时补充和更新，实现在不增加投入的情

况下提高实验室。今后有必要在更广范围更高层面进行更为深入和更长时间的探讨以明确链

式管理的作用，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学物理实验室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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