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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实验教学中心（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自评报告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和

“四个引路人”的内涵和要求，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增强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

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以本为本”，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根本任务；

进一步完善实验室建设、规范实验教学管理，加强中心师资队伍建设，帮助学生

提升实践创新能力。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积极服务师生开展线上实验教学，组

织师生参加各类科技竞赛活动的线上培训，为专业实验教学任务的完成和大学生

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一、 完善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实验室开放管理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有支撑本科人才培养的专业实验室 6

个，面向全院学生全天候开放的大学生创新设计实验室 1 个，可供学生线上实验

和虚拟仿真教学的虚拟仿真实验中心 1 个。为充分发挥实验室在提升学生创新实

践能力、工程应用能力方面的作用和效率，在保障实验室安全的前提下，鼓励所

有实验室对有实验需求的师生随时开放。2020 年 5 月，在学院党委领导下，按

照学校“废改立”文件精神，对原制订的 4 个院级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文件中的

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实验指导教师的工作职责，

并建立实验室安全巡查管理条例。

为了保障大学生创新实验室在学生创新设计、学科竞赛、自主实验等活动中

的安全平稳运行，制订并通过了《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大学生创新实验室管理办法》。



为避免本科教学实验室的重复建设或低价值建设，确保专业教学实验室为理论课

程教学、学生实践创新服务，提升本科教学实验室的效益， 研究制订了《生物

医学工程学院教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实验室的建设需求、

任务和目标。为保证开放实验室安全和开放的即时性，2020 年 6 月，对使用频

度较高的 2 个实验室安装了室内监控，对有开放需求的 4 个实验室统一更换了

指纹密码门禁锁，可以保证实验室工作人员不在场前提下，远程开启实验室。开

放实验室的管理采用提前预约和随时开放自主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于提前预约

实验的学生，可以根据需求对接实验指导教师或实验工作人员给予指导，对于临

时有使用实验室的学生，可以由实验室工作人员经身份确认后，提供一次性使用

的开门密码，并配合刷学生校园卡方式即可开启实验室学习。这些实验室管理的

改进措施，减轻了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同时也提升了学生使用实验室的

热情，提高了实验室的利用效率。

二、 改善实验教学条件，参与实验课程教学改革

以“新工科”建设需求，对标工程教育认证，为应对生物医学工程、医学信

息工程专业的课程教学改革需要，2020 年实验教学中心组织电子技术教研室、

信号处理教研室和医疗仪器教研室的部分教师开展电子技术类课程群、信号检测

与处理课程群和传感器与医疗仪器课程群建设的调研。

2020 年上半年，完成国家专项（仪器购置类）立项的生医学院公共平台建

设任务，为大学生创新实验室购置了高性能数字示波器、信号源和电源套件 20

台套，进一步改善了实验条件，可满足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不同

赛题的仪器需求。同时，为提高学生在电子设计竞赛和其他各类创新活动中需要

制作 PCB 电路板的需求，还申请了专项经费购置了一套电路板雕刻机，相比传



统曝光腐蚀制作工艺，PCB 的制作速度和可靠性得到明显改善。另外，还对医

学信息系统实验室的 HIS、PACS 系统软件进行了升级。

在 2019 年与上海恩艾公司联合建立的“虚拟仿真综合实验室”硬件平台基

础上，为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班）的培养需求，组织电子技术教研室

教师编写了“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教程“，实验教程中实验项目的设计融入了工程

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教育理念，通过一个具体的电路设计任务，

从理论分析、电路设计仿真、电路搭建与测试、实验数据分析、总结反思五个环

节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和工程问题的解决能力。实践结果证明，该实验模式调动

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学生们从开始的彷徨、沮丧逐步建立起了学习自信，

学习兴趣和热情逐步提高，相比非卓越班的学生，他们的工程实践能力得到明显

提升。该课程的教学模式将会被逐步推广至其他专业。

三、 创新实验教学模式，开展混合式实验教学

2020 年上半年疫情防控期间，为了保障“电路分析”、“数字电子技术“和

“医学信息系统”等课程的线上实验教学需要，使用学习通、腾讯课堂和腾讯会

议等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线上实验教学。为发挥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的作用，专门组

织教师对医学信息系统实验室的服务器进行调试，通过线上实验开出部分实验项

目，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为了克服校外无法访问校内网络资源，以及通过 VPN 访问时数据不流畅，

并发访问数量限制的问题，通过借用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资源，通

过虚拟仿真实验手段保障了“电路分析”实验课程任务的顺利开展。为了使学生

在“数字电子技术与 EDA 实验”中获得硬件实验的体验，在通过 EDA 仿真实验

后，让学生通过 QQ 发送经过仿真验证的*.pof 文件，实验教师将学生的*.pof



程序下载到学校实验室 FPGA 开发板，再通过 QQ 视频将实验结果反馈给学生，

并对学生的实验设计进行点评，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受疫情影响，部分参加电子设计竞赛培训的学生在家不具备实验条件，按照

“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练”的原则，实验室准备和购置一批单片机、可编程逻

辑器件等口袋开发板从实验室寄给全国各地的培训学生，结合全国大学生设计竞

赛培训网站的视频资源远程指导学生进行电赛培训，并组织电赛培训师生参加由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和 TI 公司共同举办的线上电子设计竞赛专题培

训。

四、 凝聚教师团队能力，服务大学生科技创新

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是促进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有效手段，各类学科竞

赛在对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参与学科竞赛活动的指导，

提升青年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工程实践水平。为鼓励教师通过“以赛促改”积极推

进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改革，提升教学效果。实验中心加强了“数学建模”、

“计算机程序设计”和“电子设计”三个教师指导团队的建设，分别与数学与统

计学学院和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联合组建了“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指导团队，打破学院之间的界限，分工合作，联合对全校参赛学生进

行集中培训。

受疫情影响，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学生只能在家参赛，指导老师

们克服各种困难，对分处异地的学生进行单独辅导，通过 QQ 群、视频会议等

模式结合赛题要求进行分析讨论，远程指导程序调试、参赛论文修改。数学建模

团队一共指导了来自 5 个不同学院学生组建的 30 支队伍参赛，获得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8 项的好成绩。



按照惯例，应在暑假举行的湖北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也推迟到 10 月国庆

节后举行，电子设计竞赛指导教师团队也积极从学生组队、场地安排、仪器和元

器件购置等方面分工做好准备，指导了由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不同年级和专业的学

生组成的 8 支队伍参赛，获得省级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和三等奖 1 项，另

外 4 支队伍均获得成功参赛奖。

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团队教师也对参加蓝桥杯程序设计竞赛的 30 多名学生

进行了系统培训，在这次比赛中，共获得国家级三等奖 1 项，优胜奖 1 项；省

级 2 等奖 3 项，3 等奖 10 项。

实验中心还组织全院教师积极为“互联网+”创新创业竞赛提供指导，共征

集 45 个项目，约 160 名学生参加比赛，获校级一等奖项目 2 项、二等奖 2 项、

三等奖 1 项；3 个项目入围省赛，2 个项目获省级铜奖。其中“可穿戴式人体泌

尿膀胱功能康复仪”项目还获得第十一届“挑战杯”湖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铜奖。

实验中心还组织老师和学生参加 2020 年科普大赛，实验中心荣黎老师获湖

北省暨武汉市科普讲解大赛二等奖，另外荣黎老师还获得 2020 年校级“优秀实

验工作人员”光荣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