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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心理学实验室安全教育与管理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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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高校心理学实验室重视程度低、安全教育缺乏针对性、日常管理效率较低等问题，从安全教育培训与定时

温馨提示、安全知识宣传与安全意识提升、仪器安全考核与设备状态评估、安全教育准入与线上考试培训、仪器操作培训

与主试资格考核、仪器预约流程与日常科学管理校级和院级两个维度六个方面积极改进，探索心理学实验室准入培训机

制，推进实验室安全教育及日常管理工作。通过两年的理论实践，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实验室管理员的管理效率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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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ow emphasis on college psychology laboratories, the lack of targeted safety education and
low efficiency in daily manage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improvement methods from 2 perspectives and 6 aspects. Two perspectives
include  school-level  and  college-level  daily  management,  and  6  aspects  include  safety  education  training  and  scheduling  warm
reminder,  safety knowledge promotion and awareness  enhancement,  instrument  safety assessment  and equipment  status  assessment,
safety  education  admission  and  online  exam  training,  instrument  operation  training  and  examiner  qualification  assessment,  and
instrument reservation process and daily management. The access training mechanism for psychology laboratories is explored, and the
laboratory safety education and daily management are improved.  Through two years of  theoretical  practice,  the safety awarenes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laboratory administrator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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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心理学科的

发展备受关注。2020年 10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多次提及心理

健康教育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1]，充分体现了

心理学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实验室作为心理学实验数据的来源重地，在

国家脑计划等项目的影响下，脑磁图、磁共振等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日益增多。一定程度上增强

了实验室整体的实验能力，有助于推动师生继续

研究创新。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实验室安全运行的

隐患，对师生安全的使用这些新设备提出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如何保障高校心理学实验室的安全

运行，比以往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文献 [2]对 1986~2019年国内 150起实验室安

全事故的类型、危险因素、环节以及事故原因进

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引发事故最多的原因为操作

不慎和使用不当、违规操作，分别占事故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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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7% 和 21.33%，实验人员不安全的行为是造成

实验室安全事故的主要来源[3−4]。《教育部关于加

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

校要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实验知识能力培

训，建立实验室人员安全培训机制，进入实验室

的师生必须进行安全技能和操作规范培训，掌握

实验室安全设备设施、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

 1    心理学实验室安全教育存在的不足

当前，高校针对实验室安全的关注度不断提

升，实验室管理方案持续革新[5]。心理学实验室虽

相较于传统的化学、生物实验室没有重大的生化

安全问题，但也可能存在电气安全、电磁泄漏、

液氦泄漏等安全隐患，其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工

作仍然不能忽视，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1    心理实验室重视度低，师生安全意识薄弱

高校对实验室安全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不

够，师生安全意识薄弱，缺少校园安全文化[6]。在

实验室安全管理中常将心理学归属于教育学门

类，容易忽视其理学属性，安全管理重视程度也

明显低于化学、生物、辐射、电气、机械、动力

等理工学实验室。安全教育多以通知、展板、视

频等方式在师生中宣传教育，形式单一，且对心

理学师生安全意识的要求不够严格。师生对实验

室安全活动参与度普遍偏低，对待实验室安全的

态度时有松懈，为安全事故发生埋下隐患。

 1.2    安全教育缺乏针对性，师生安全技能匮乏

高校心理学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准入方案过于

通用，未能针对心理学的学科特点。随着心理学

学科的逐渐发展，高校引进脑磁图、磁共振等大

型仪器辅助研究，相比传统的化学、物理实验设

备，心理学实验室的安全防范重点与实验准入资

格存在差异[7]。心理学师生受学科背景限制，对常

见的电力事故、软件故障、实验突发事件的处理

能力相对较弱，亟须针对心理学师生的情况，制

定实验室安全教育管理方案。

 1.3    安全教育资源不足，师生实验规范性不强

仪器操作培训的方案不够系统、开展形式过

于局限，不符合师生学习的实际需求。高校实验

室的仪器通常较为专业，学校组织的安全教育培

训面临内容不全面、流程不完善、人员专业有待

提高的情况，抬高了师生进入实验室的门槛。设

备厂商提供的培训资料更新频率较慢，缺乏培训

共享平台，降低了师生参与的意愿。培训模式不

够丰富、缺乏考核机制[8]，师生经过学习难以直接

操作，培训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1.4    安全管理划分不细，设备共享利用率不够

高校实验室日常工作中职责划分不细致、管

理不够科学、实验设备利用率偏低[9]。实验室管理

工作缺乏系统的规划分配，未能专人专责地处理

问题。针对突发事件的预案还不够详细，容易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传统管理模式效率较

低、资源分配不合理，新型信息化管理方式在高

校实验室中推进缓慢，降低了科研产出。此外，

心理学实验室对外开展的项目相对较少，针对前

沿设备的共享机制也有待完善。

 2    心理学实验室安全教育实践模式

高校心理学实验室作为开展心理学教学、科

研工作的重要场所，其安全教育的重心在于筑牢

实验室的安全底线，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10]。天

津师范大学高度重视心理学实验室安全，坚持

“以人为本、安全预防、科学准入、综合管理”

的安全育人准则，从学校和学院两个维度六个方

面，共同推进心理学实验室安全教育工作，具体

实践模式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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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校心理学实验室安全教育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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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校级统领提升实验室安全意识

学校作为校园整体工作的统领者和决策者，

主要从以下 3方面开展校级实验室安全教育工作。

1） 组织安全知识宣传与安全意识提升

通过举办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11]、实验室讲

解员招募、实验室安全演习等活动，吸引师生关

注实验室安全，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利用公

众号推文、短视频拍摄等新媒体形势，科普实验

室安全基本知识，并在新生入学、日常教学、校

园广播中同步宣传，全方位提高师生实验室安全

意识。同时激发师生主人翁意识，积极在实验室

安全管理中贡献智慧，共同打造实验室安全校园

文化。

2） 定期进行仪器安全考核与设备状态评估

学校资产管理部门每学年从设备管理、机时

利用、实验人员培养、科研成果、对外开放、功

能开发利用方面考核设备，推动仪器发挥实用价

值。按时开展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排查实验室

存在的安全隐患，评估各学院设备的使用情况。

针对心理学实验持续关注电磁设备、液氦、消毒

试剂等仪器和耗材的操作安全，实时监测磁共

振、服务器等大型设备的温湿度变化。

3） 安全教育专题培训与定时温馨提示

定期组织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邀请院校和

研究单位的实验室相关负责人，分享科学的实验

室管理经验，警示实验中存在的操作隐患，提升

校园整体的实验安全素养。同时在开学、气候变

迁、重要节日、寒暑假等时间节点前，统计上报

实验室使用情况，辅助师生养成正确的实验操作

习惯[12]。针对不同仪器设备的特点，定时发布安

全温馨提示，确保安全意识时刻紧绷。

 2.2    院级定制心理实验室管理方案

 2.2.1    心理学实验室安全教育准入与线上考试培训

制订科学的实验室准入制度是保障实验室安

全的第一道防线，是师生增强实验室安全防范意

识和熟悉实验室管理制度的必要途径[13]。心理学

实验室安全教育准入与线上考试培训流程图如图 2
所示，依托学校实验室安全培训与考试系统（简称

“考试系统”），学院每学年组织师生自学心理学

实验室安全资料，参与实验室线上考试，获取进

入心理学实验室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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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室安全教育准入与线上考试培训流程图
 

1） 编撰心理学实验室安全汇编文件

心理学实验室安全考试资料由实验室管理员

根据心理学实验特点汇集整理，主要涉及通用安

全类和心理专业类两方面资料。通用安全类主要

有用电安全、消防安全、实验安全、急救知识等

必备常识类知识点；心理专业类包含预约制度、

准入制度、外借制度、操作规程等心理学管理规

程。师生通过考试系统附属自学模块按需获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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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点，并利用自测模块实时检验学习成效。

2） 科学组织考试，考核准入资格

师生经过充分学习，可在考试系统参与实验

室安全教育在线考试。为提升考生对实验室安全

的重视度和责任感，考试系统设置 3次考试机会

和 90分通过（总分 100分）的考核条件，并在步入

实验室前签订心理学实验室安全责任书。近两年

学校心理学专业累计通过 624人次（包含本科、硕

士新生和新入职教师），考试通过率达 100%。实

验室管理人员针对心理学实验室特点，每学年更

新测试题目，从根源保证进入实验的人员素质。

 2.2.2    心理学实验室仪器操作培训与主试资格考核

心理学实验通常以人的心智及其特有生物属

性为研究对象[14]，开展科学的心理学仪器操作培

训、设立规范的实验主试考核条件是保证心理学

实验室安全，提升实验数据准确性的有效手段。

心理学实验室仪器操作培训及主试资格考核流

程图如图 3所示，学院师生依据个人研究课题自

主参与学习，获得不同心理学仪器的实验主试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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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验室仪器操作培训及主试资格考核流程图
 

1） 仪器操作培训，共享视频资源

实验室针对每种心理学仪器，结合日常使用

录制培训视频，并利用在线教育平台供师生自主

学习。同时，定期向心理学师生征集实验需求，

与仪器厂商沟通额外开展在线教学，及时解决实

验中仪器操作的难点。实验室公众平台定期推送

最新仪器操作培训资料和心理学研究文献，给予

师生获取前沿心理学资源的途径。所有培训教学

均支持共享，确保学习材料反复观看，为心理学

研究者提供实验交流的机会。

2） 线上仪器考试，专人出题考核

心理学实验室管理人员与仪器专职教师，依

据各仪器培训视频的设备功能、仪器操作、软件

使用以及日常心理学实验注意事项，设计对应仪

器的考核试卷，考评师生自主理论学习的效果。

师生经过仪器培训视频学习，利用专属在线教育

平台参与考试，考试系统设置 90分的合格标准

（总分 100分）。系统支持师生多次参与考试，方

便实时查漏补缺，巩固学习效果。

3） 助手实习跟学，取得主试资格

实习阶段安排现有实验主试作为实习指导

人，进行一对一实地教学，从实验流程、仪器操

作、软件使用三方面评估实习助手的实操情况。

实习操作满 18机时，通过实习指导人的考核评

定，将获得心理学相应仪器实验主试资格，有资

格指导下一轮助手实习。助手实习每次记录实习

内容和掌握情况，学习结束需上交实习考核鉴定

表，从而不断改进“传帮带”的实习模式。

 2.2.3    心理学实验室仪器预约流程与日常科学管理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实验室总占地面积近

3 000 m2，实验室及辅助用房 37间，设备固定资

产超 1.1亿元，仪器设备达 2 000多件。学院实验

室日常科学管理确保心理学教学、实验工作正常

开展，利用现代化预约、统计系统合理分配实验

资源。紧密结合心理学发展前沿和国家研究需

要，实行开放共享制度[15]，助力学科发展进步。

1） 划分专人管理，根源防范风险

严格按照学校固定资产管理规定，对所有心

理学仪器编号、建档、分配专属负责人，确保财

务、设备、档案相统一。实验管理员结合分管

仪器的特点针对性管理，协调仪器厂商定期升级

软件、清理维护、检修设备，及早发现仪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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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保障实验室正常开放。加强实验管理员在仪

器设备维护、应急情况处理、实验室管理的再教

育，不断优化实验管理方式，提升管理员专业化

水平。

2） 仪器线上预约，日常科学管理

学校心理学实验室拥有完备的远程预约系

统，线上预约流程如图 4所示。其优点在于获得

实验主试资格的师生，可从每周 7日、早中晚

3个时间段中，自主选择实验时间，最大程度避免

实验室使用拥挤。增加导师实验审核和实验室管

理员实验审核的预约制度，提升教师在实验室管

理中的参与度，保障心理学实验开展的合理性。

每次实验结束电子填写实验使用记录，为仪器设

备维护和填报安全考核提供数据来源。
 
 

获得心理学相应仪
器实验主试资格

主试在线预
约实验时间

主试导师审
核实验预约

实验室管理员
审核实验预约

按约开展心
理学实验

电子填写实
验使用记录

图 4    实验室仪器线上预约流程图
 

3） 共享实验仪器，助力科研产出

为本科和硕士生建立成长导师，提供更多参

与课题研究的机会，提升学生对心理学实验室的

熟悉度。结合实验室仪器开展心理学日常教学，

并在毕业设计中鼓励应用多种仪器佐证研究。将

教师研究成果和仪器使用机时挂钩，助推心理学

研究产出，逆向促动仪器使用率的提升。学校网

站支持前沿设备共享信息在线查询，目前已与多

家心理学同盟开展联合实验，共享多方人力和仪

器资源，共同推进心理学的研究步伐。

 3    结束语

新形势下心理学师生人数和实验设备的不断

扩充，心理学实验室的管理难度和复杂度逐渐上

升，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心理学实验室准入

培训机制，推进实验室安全教育及日常管理工

作。通过两年的理论实践，实验室内从未发生安

全事故，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实验室管理员的管理

效率明显提升。新型信息化管理方式的应用，不

仅改进实验室管理员的工作方式，还拉近了实验

室与心理学师生的距离。高校心理学实验室管理

工作涉及内容多、范围广且责任重大，实验室安

全教育工作“永远在路上”，还需要各位实验管

理员群策群力，带领师生继续守好安全红线，共

同维护心理学实验室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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