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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建本科院校向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时期，第二课堂在学生实践能

力培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目前，新建本科院校第二课堂存在定位不准确、内容不成体系、保障不到 位、管 理

评价缺失等问题，导致第二课堂本应承载的实践任务被弱化。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三明学院从人才 培

养模式改革顶层设计入手，通过“课 程 化”、“学 分 化”和“项 目 化”重 构 第 二 课 堂，有 效 延 伸 了 课 内 实 践 教 学 时

间，拓展了实践教学疆域，促进实践教学方法改革，搭建了一个课内课外相结合、显隐性互补的有效促进学 生

实践能力提升的育人平台。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Ｇ４２４．２８　　文献标志码：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９５６（２０１４）１２－０１７７－０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Ｘｕ　Ｍｉｎｇｃｈｕｎ，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ｃｈｅｎｇ，Ｚｅｎｇ　Ｌｉｎｇ

（Ｄｅａ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Ｓａｎｍ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ａｎｍｉｎｇ　３６５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ｌ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ｏｆ　ｎｅｗｌ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ｔｃ．，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ａｓｋ，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ａｎｄ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ｐ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ｏｆ

Ｓａｎｍ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ｃｌａｓ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ｃｌａｓ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ｎｅｓ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ｌ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０９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新建本科院校创新人才

培养模 式 研 究”（ＦＪＣＧＺＺ１１－０２１）；三 明 学 院 教 学 改 革 项 目

“新建本科院校工 科 应 用 型 课 程 体 系 构 建 研 究”（Ｊ１３０２／Ｇ）；

三明学院教学改革项 目“课 程 地 图、证 照 地 图 等 教 学 地 图 的

设计与推广”（Ｊ１３０３／Ｇ）

作者简介：许明春（１９７８—），男，福建三明，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

高等教育管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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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破解“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用工荒”矛盾，构

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

将重点引导２０００年以来设立的６００多所地方新建本

科院校向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应用技术类型高

校转型［１］。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和校企合作等职业教

育类型的内在规定性，必然要求转型中的新建本科院

校系统性改革为构建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

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作为人才培养模式重要组成

部分的第二课堂是学校办学理念、人才培养规格的缩

影，因此，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必然要求第二课堂

的内容、开展形式、评价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以便更

好地服务人才培养［２－４］。

第二课堂是在正常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之外，在

学校的支持和教师的引导下，通过有组织的课外集体

活动对受教育对象施加影响的教学活动［５］。《教育部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要求高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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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际，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生产劳动、科技

发明、公益活动、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活动，以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性。就实践教学

而言，新建本科院校主要把目光聚焦在第一课堂，精力

投入到“显性”的课程、实验和实习层面，而对第二课堂

“隐性”的育人功能，尤其是对第一课堂实践教学时间

的延伸、疆域拓展等认识不到位，第二课堂未能与第一

课堂有效衔接，无法形成最大化的培养合力［６－７］。

１　新建本科院校第二课堂现状

目前，新建本科院校第二课堂存在定位不准确、内
容不成体系、保障不到位、管理评价缺失等问题，导致

第二课堂承载的实践任务被弱化。
（１）定位不 准 确。由 于 认 识 不 到 位，具 有 实 践 育

人功能的第二课堂被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视为丰富课

余生活、拓展社交能力的“附加题”。事实上，第二课堂

为课程迁移出来的知识和能力的“化合反应”提供了个

性化平台，有效拓展了第一课堂的实践疆域，极大丰富

了实践的形式和内容［８］。
（２）内容不 成 体 系。因 对 第 二 课 堂 定 位 不 准 确，

认识不到位，新建本科院校第二课堂活动陷入你方唱

罢我登场的热闹之中，形式过多、内容过杂使得第二课

堂应有的实践教学内涵被淡化，所承载的实践功能被

削弱。学生在第二课堂众多的、不成体系的内容及娱

乐的氛围中随波逐流，迷失方向，无法有意识地锻炼专

业实践能力。
（３）保障不 到 位。新 建 本 科 院 校 实 行 省 市 共 建、

以市为主的管理体制，不宽裕的办学经费以及紧张的

教学场所主要用于第一课堂的运行，第二课堂经费和

场地保障不到位。此外，由于指导人员不到位，第二课

堂缺乏有效指导，质量不高。
（４）管理评价缺失。第二课堂边缘化的处境还表

现在管理评价的缺失。新建本科院校尚未对第二课堂

内容、教师第二课堂工作量以及学生在第二课堂所取

得的成绩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形成有效的评价体系。恰

当的评价是确保第二课堂有效运行，使实践教学在空

间和时间上由第一课堂向第二课堂延伸，使实践教学

内容和形式不断拓展的重要保障［９］。

２　第二课堂重构原则

重构第二课堂要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这一中心，做

好顶层设计，做到“形”、“神”兼顾和“管”、“放”有度。
（１）做好顶 层 设 计。首 先，第 二 课 堂 活 动 不 是 孤

立存在的，必须与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与整体育人

体系相协调。新建本科院校应准确定位第二课堂在人

才培养模式中的功能，明确实现这些预设功能的路径，

确保第二课堂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形成系列化活动［１０］。
其次，要“两手抓”。一手抓经费、场地、指导人员的落

实，一手抓第二课堂管理和评价制度建设，对教师第二

课堂工作量、学生取得的第二课堂成绩给予恰当认定

和评价。再次，各专业应开设专业导论课，让学生明确

本专业培养目标、服务面向、学习任务等，使学生在大

学期间能结合自己的志向和兴趣，有意识地学习和有

效地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相

应的实践能力［１１－１２］。
（２）“形”、“神”兼顾。如果 把 围 绕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进行的实践教学视为第二课堂的“神”，那么第二课堂

内容载体就可以视为“形”。新建本科院校在重构过程

中应做到“形”散而“神”不散。第二课堂活动的内容、
形式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尽可能张扬学生个性，满足多

样化需求，同时又要兼顾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将学

生实践能力培养渗透到基于专业培养目标设计的系列

化的第二课堂活动中［１３］。
（３）“管”、“放”有度。“管”包含管 理 制 度 的 建 设

以及对学生的引导，“放”是指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性，放手让学生参与构建第二课堂内容、管理制度和评

价方案设计等，充分发挥学生主人翁作用。第二课堂

重构过程中要做到“管”、“放”有度，管得太死第二课堂

就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被众

多规定所束缚，课内实践教学向外延伸和拓展的功能

就无法实现，而如果不给予恰当引导，放任自流，第二

课堂实践育人功能就会大打折扣。

３　第二课堂重构探索

作为新建本科院校，经过１０年的快速发展，我校

在完成办学规模、效益等外延扩张后，面临着内涵建设

的挑战和转型发展的考验，尤其是在办学实践层面如

何落实应用型、回归地方性，实现“产业伙伴型大学”。
近年来，学校借助闽台合作办学平台，充分学习和借鉴

台湾科技类大学办学经验，从优化课程体系、第一第二

课堂有效链接和多角度评价教师等３个方面推进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
就第二课堂重构而言，学校注重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的顶层设计，将第二课堂学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总

学分，以“课程化”、“学分化”和“项目化”为抓手，通过

制定教师第二课堂工作量认定办法，保障第二课堂有

效运行。

３．１　第二课堂学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总学分

学习借鉴台湾科技类大学第二课堂设计理念，充

分发挥第二课堂实践育人功能，我校在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方案中，明确将第二课堂学分纳入人才培

养方案总学分，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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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４～８个第二课堂学分方可毕业。在确定各专业人

才培养规格时，我校要求各专业必须明确专业基本能

力与核心能力，做到每一项专业基本能力“至少有一门

具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与之对应”，每一项专业核心

能力“至少有一组具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或综合性

课程与之对应”［１４］。
通过明确哪些实践教学环节是在第二课堂完成，

课程实践环节被有效延伸和拓展到第二课堂，将隐性

功能显性化。同时，各专业在大一上学期开设包含课

程地图、证照地图、竞赛地图、软件地图和个案地图等

５类地图在内 的 专 业 导 论 课，为 学 生 在 第 二 课 堂 有 效

拓展实践能力提供指导。

３．２　“课程化”、“学分化”和“项目化”
我校以“课程化”、“学分化”和“项目化”为抓手重

构第二课堂，延伸拓展实践教学的时间和疆域。
“课程化”主要是将第二课堂活动内容进行整合，

明确每项第二课堂活动的育人功能，归并同类项，并按

内容性质分 为 必 修 和 选 修。我 校 要 求 学 生 必 须 取 得

２～４个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科研类、竞赛类或证照类

第二课堂学分，引导学生在第二课堂活动中锻炼、拓展

与本专业有关的实践能力。
“学分化”是指在“课程化”基础上，根据第二课堂

的类别和内容分别赋予不同学分，以此解决学生参与

第二课堂活动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为指导各二级学院

开展第二课堂建设，我校制定了第二课堂学分计算办

法（见表１），要求各学院结合专业实践特点，细化并构

建基于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框架下、侧重操作层面的第

二课堂实施办法。

表１　三明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计算方法

序号 内容 学分 成绩认定部门 备案部门 备注

１ 社会 实 践、志 愿

服 务 及 社 团 活

动类

１～４ 学院 学工部团委 ① 按要求参加每学期的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经考核合格，共计１学分

② 参加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累计５０小时，计１学分

③ 参加学生社团满１年及以上，经考核合格，计１学分；参加学生社团满２年及

以上，经考核合格，计２学分

④ 加入中国文联下设的１２个协会，国 家 级 协 会４学 分，省 级 协 会２学 分，市 级

协会１学分

⑤ 此项各类活动学分可以累加，但最多计为４学分

２ 竞赛类 １～５ 学院 学工部团委

教务处

① 国际、国家级竞赛获奖，计５学分

② 省部级竞赛获奖，计４学分

③ 市厅级竞赛获奖，计３学分

④ 校级竞赛获奖，计１学分

⑤ 团体类竞赛由各学院细化每位参与者得分

⑥ 同一项目按最高奖项认定，不重复累计

⑦ 不同项目的各级、各类竞赛学分可累加，但最多计为５学分

３ 证照类 １～４ 学院 教务处 ① 国家级证照每项计２学分

② 省级证照每项计１．５学分

③ 市级证照每项计１学分

④ 此项的各类证照学分可以累加，但最多计为４学分

４ 科研类 １～４ 学院 教务处 ① 发明专利，计４学分

② 发表学 术 科 研 论 文，核 心 及 以 上３学 分，本 科 学 报２学 分，其 他ＣＮ刊 物１

学分

③ 主持各类项目结项后国家级３学分，省级２学分，校级１学分

④ 多人参与的由指导教师在所得学分范围内进行分配

⑤ 此项的各类活动学分可以累加，但最多计为４学分

５ 其他 １～２ 学院 教务处 学院或专业可以根据自身特 点，增 设 第 二 课 堂 内 容，相 应 学 分 认 定 方 案 需 报 教

务处审批通过方可执行

　　“项目化”主要是通过立项的方式对第二课堂活动

给予经费支持，每个项目采用公开申报方式（阐明本项

目内容、意义、实施计划、预期成果、经费预算等），强化

对第二课堂活动内容及资助经费的管理。除设立第二

课堂专项经费对各级各类第二课堂活动给予经费资助

外，我校还设立实验实践经费，面向学院层面的第二课

堂活动，扶优扶特，各学院根据第二课堂实践成效，按

照项目申报方式申请有关经费。

３．３　教师第二课堂工作量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案中，我校对教师

９７１许明春，等：第二课堂重构与实践教学改革



指导第二课堂的工作量给予认定，明确规定教师指导

学生社团、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学科竞赛、艺术体育比

赛、学生证照考试、科学研究、创新创业训练等７大类

第二课堂活动，根据指导的量和取得的实效分别给予

教学工作量认定。

３．４　提供场所保障

我校成立“学生社团之家”，为学生开展社团活动

提供专门场所，将全校社团汇聚于此，将其打造成“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重要平台。此外，实验

室、研究所全天候对学生开放，学生可以随时进行各类

研究和实验。

４　第二课堂重构成效

通过重构第二课堂，实践教学的时间得到延伸、疆
域得到拓展、教学方法得到改革，有利于应用型人才培

养目标的实现。

４．１　延伸实践教学时间

重构后的第二课堂，使实践教学，尤其是与专业技

能有关的实践教学时间从第一课堂向外延伸，形成“课
程结束，但教学没有结束”的理念，理论教学和实践在

第二课堂平台进一步融合。以我校动漫学院陶艺工作

室所开展的第二课堂为例，该工作室提出并实施“课堂

教学—工作室实训—社会实践调查—项 目 实 战 创 新”
等环节组成依次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形成了以学生

创新能力培养为中心，以课程项目化、实验实战化、作

品产品化为主要特征的系列化第二课堂活动，有效延

伸了课程实践教学时间。又如，为承接第二课堂实践

能力训练，我校机电工程学院建立了分层分类开放实

验室，配备指 导 教 师，暑 期 也 不 例 外。该 学 院 仅２０１３
年一年就获各类省级竞赛奖项４３项，其中国家级一等

奖２项，三等奖２项，省级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７项。

４．２　拓展实践教学疆域

重构后的第二课堂不仅使实践时间得到延伸，实

践内容和疆域也得到极大拓展。学生实践的场地不再

拘囿于第一课堂，也不仅仅是校内的工作坊或实验室，
实践的足迹拓展到了工厂、田间地头、企事业单位等。
因第二课堂修读学分的要求及教师工作量的保障，学

生积极申请参与教师的各类项目，在项目中承担力所

能及的工作，并在教师悉心指导下开展与本专业有关

的各类 研 究。２０１３年 我 校 学 生 的“可 折 叠 置 物 架”、
“折叠式健身躺椅”和“家用水杯洗涤消毒存放一体化

装置”３项学生科 技 作 品 获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授 予 的 实

用新型 专 利 权。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共 有１００项 省 级、国 家

级大学生创 新 创 业 训 练 项 目 获 得 立 项。２０１３年 我 校

共立项“三明市梅列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调

整研究”等２３项（其中专业类１４项，主题类９项）暑期

社会实践项目。

４．３　改革实践教学方法

因第二课堂的有效开展，实践教学内容由原来的

规定项目，延伸出很多自选项目，有效推动了实践教学

方法的改革。如：美术学等专业原来要求写毕业论文，
第二课堂开展后学生以毕业画展代替毕业论文写作，
教师日常到画室指导学生毕业创作，与学生交流、探讨

创作体会；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组建紫藤书画协会、小竹

马话剧社等，开 展 剪 纸、普 通 话 等 比 赛，实 行“小 先 生

制”，教师遴选基础较好的学生作为“小先生”，并将全

班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课外每位“小先生”指导一组，实
践效果很好；信息工程学院结合第二课堂提出“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优化课程内容，改革实践教

学方法，强化学生编程实践能力；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要求一、二年级所有学生在第二

课堂进行电子基础技能训练，学生可以选择电子工程

训练中心开 设 的 基 础 型 训 练 项 目 或 根 据 兴 趣 自 行 选

择，例如小型功率放大器、稳压电源、电子门铃、声光控

开关等２０多个电子小产品制作项目，学有余力的学生

可以选择如智 能 小 车、数 字 称 重 仪、ＬＥＤ点 阵 书 写 显

示屏、正弦信号发生器、红外遥控旋转ＬＥＤ时钟等工

程型训练项目，通过“项目驱动”的方式推动实践教学

方法改革。

５　结束语

围绕应用 型 人 才 培 养 目 标，我 校 通 过“课 程 化”、
“学分化”和“项目化”重构第二课堂，有效延伸了课内

实践教学的时间，拓展了实践教学的疆域，促进了实践

教学方法改革，搭建了一个课内课外相结合、显隐性互

补的有效促进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育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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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加强安全文化教育

虽然高校是高等教育机构，但并不等于高校里的

教师、学生就自然了解辐射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放射性

的安全知识，这就需要学校实验室管理部门开展相关

的法规政策的宣传，特别是辐射安全方面政策的宣传，
避免因为不了解政策而造成违规。同时，高校放射工

作的从业人员相对比较集中，可以定期集中开展辐射

安全教育，不断提高放射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培育健

康的辐射安全文化［６］。

３．３　做好辐射监测工作

良好的辐射监测能力是做好自身辐射安全与防护

工作的前提，通过监测 并 采 取 切 实 可 行 的 措 施，能 够

有效地控制污染和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对于确保工

作人员的健康与安全，保证教学、科研、生产顺利进行，
以及加强核安全与辐射防护管理起到了监督作用［７］。
辐射监测可分为工作场所监测和个人监测。

对于高校放射性实验室而言，监测重点关注外照

射水平、空气污染和表面污染监测；个人监测重点关注

内照射、外照 射 和 皮 肤 污 染 监 测［８－１１］。高 校 不 仅 要 建

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 方 案 及 其 计 划，还 应 该 培 训 相

关人员，配备合适的监测设备，使他们能够按照规范

执行监测计划，测量出客观实际的数据，建立严格的

监测记录档案，做到有据可查。

３．４　强化源头和末端管理

有效地控制放射源的入口和出口，是落实国家对

放射源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管理要求［１２］。
（１）放射性 同 位 素。除 了 要 求 定 点 储 存、采 取 屏

蔽和安保 措 施 外，还 应 特 别 注 意 建 立 出 入 库 登 记 制

度，建立完善 的 使 用 登 记 制 度，做 到 台 账 清 晰 可 查，
做好核素种类、活度等有关信息标志。

（２）放射性废物。应按照其形态（主要是固体和

液体）分开收集，按照核素类型、含量、浓度及其半衰

期等分类存放、标 志。其 中 固 体 废 物 的 处 理，一 般 需

要存放核素的１０个半 衰 期 并 经 监 测 符 合 要 求 后，可

做一般废物处理，半衰期很长的收集后应送城市放射

性废物库。对于液体放射性应委托有资质的公司进行

固化处理后，参照固体废物处置。
（３）报废的含源设备。Ｉ、ＩＩ、ＩＩＩ类放射源，按照国

家相关规定，应与放射源销售单位签订“废旧放射源返

回协议”，并明确废旧放射源的返回方式和相关费用；

ＩＶ、Ｖ类放射源 或 是 属 于 豁 免 范 围 内 的 含 源 设 备，一

般应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将源取出、去污，放射源参照

放 射 性 固 体 废 物 处 置，去 污 后 的 设 备 可 按 一 般 设 备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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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９－６０．
［１０］鲁越青，白忠喜，应尧刚．创新第二课堂建设，促进实践教学改革—

以绍兴文理学院的 探 索 实 践 为 例［Ｊ］．实 验 技 术 与 管 理，２０１２，２９
（８）：１８－２５．

［１１］李同果．高校第二课堂活动课程体系探讨［Ｊ］．教育评论，２００９（２）：

７４－７６．
［１２］蒋志勇．浅析高校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及其管理［Ｊ］．教育与职业，

２００８（２３）：６２－６３．
［１３］李忠刚，王兴芬，彭书华，等．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学科竞赛管理

机制改革初探［Ｊ］．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１３，３０（１２）．３４－４０．
［１４］潘懋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理 论 与 实 践［Ｍ］．厦 门：厦 门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１：６９－７０．

３１２盛　路：高校辐射安全管理实践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