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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基于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改革 
张瑜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株洲  11535） 

摘要：实验室是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场所，在实践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探
讨了在基本要求、日常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如何不断加强实验室建设，提升管理水平，有效助力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为
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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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实验室主要针对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的学生开设，亦可为

日后面向全校区开设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课奠定基础。陶艺教学的

发展中，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的广泛开设应成为一个大方向，其不

但促进了我国悠久陶瓷文化的普及与弘扬，且对于学生艺术修养的

提高、创新意识的强化，知识面的拓展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为其将来成为“复合型”人才奠定了必备的素质基础，充分体现出

素质教育的目的和本质。更为学校办出特色，扩大生源，提升就业

率奠定基础。 

在国际上，在美、英、日本等国家，陶艺是许多基础教育阶段

的必修课，美国加州艺术学院，艾尔弗雷德大学，罗德岛设计学院，

芝加哥艺术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武藏野美术大学等数百所高等院校都开设了陶

艺专业。 

在我国，教育部在《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将

陶艺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在《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

要》（教材〔2017〕4 号）中对陶艺活动做出了相关规定。在义务教

育阶段“地方与校本课程”的课时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对课

时学分等进行了规定。自本世纪初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

不少学校开发并实施了陶艺 校本课程，让学生感受陶艺之美。 

高教阶段，清华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湖北

美术学院等 9 所高校开设了陶瓷艺术设计本科专业，为陶艺教育发

展提供人力支撑。 

陶艺实验室以满足专业设计、教学、研究的需求。在运用陶艺

实训室的过程中形成了学生设计与现场实践积累的交互提高模式，

让学生形成传承与创新同步、理论与实践并重、工艺与设计交融、

学习与市场同步的行为模式。为学生的创新创业素养奠定了夯实的

基础。教、学、研、赛相互促进，依托实训室进行各类科研课题的

申报和建设。培育教科研成果及优秀教学成果。实施技能竞赛优秀

人才培育计划。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入优质设计企业，与企业协同育人；推

动产教深度融合，实现协同发展。以实训室为载体，提升社会服务

功能，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培训、设计服务，提高社会声誉。开展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实验室建设的基本要求 

1、位置： 

（1）陶艺设备较重，考虑建筑承重、设备的运输，以及日常

教学中陶艺材料和作品的运输和搬运。最佳陶艺教室位置应设在教

学楼一楼，并尽量避免楼梯和台阶或可设置斜坡。 

（2）若教室必须设置在有楼层的位置，应确保建筑有电梯，

承重大于陶艺设备的重量，电梯门宽应大于设备宽度。 

2、采光： 

朝向：陶艺教室应保证最佳建筑朝向，避免室内直射阳光。主

要采光面应位于学生座位左侧。 

遮光：泥釉料存储区应适当遮光，便于陶艺材料的存储。作品

晾坯区应适当遮光，避免阳光直射。 

3、照明： 

（1）采用自然光及辅助照明。 

（2）陶艺室照明灯具的数量、功率、布置方式和悬挂高度必

须满足平均照度的要求。灯具悬挂高度距实验台面不应低于

1700mm，不得用裸灯。  

4、通风：采用自然通风或排气扇强制排风，使室内二氧化碳

浓度低于 1.5‰。 

5、噪声：室内环境噪声应低于 55 分贝 ，机械运作时可适当

超标。 

6、温度：室内温度以 16℃-28℃为宜，宜设空调、吊扇及采暖

设施。空调系统应能在室外气温为 35℃时使功能教室内气温控制到

不高于 28℃。功能教室内空气的相对湿度应控制在 50％～70％。 

7、供电电源： 

（1）陶艺教室应配备高于设备总负荷的单相或三相交流电。

陶艺教室额定总容量为教室所有设备额定总容量的 1.4～2.0 倍，对

有较大启动电流的设备应为 3～5 倍。窑房用电有专用的供电线路，

应与其它电感设备隔离。 

（2）在供电不正常的地区应有应急电源，对最重要的设备提

供支持（包括陶艺教学时必须的拉坯机、照明灯、报警系统、通迅

设备）。电网电压特别不稳定的地方应设交流稳压电源。 

（3）陶艺教室应设置三相配电箱，配电箱位置合理，并设置

过载、过流、漏电、短路、安全接地和保护接地等措施。配电箱进

线火线和零线线径应满足配置的陶艺设备的用电要求。 

（4）配电箱内设置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空调、陶艺大型

设备等，应分设独立线路。单独设置空气开关，禁止使用铡刀开关

或无任何保险功能电气器件。 

（5）根据陶艺教室布局，在教室合理位置开孔作为电源、数

据及其他线缆的出口。教室电源供电线路宜暗线敷设。电线不能裸

露，插座不松动、无破裂、规格一致。 

（6）教师及学生拉坯机应设置防水电源插座，宜设开关，并

选用三芯插座，以保证供电电源要有安全接地、工作接地。 

（7）电源线缆与数据、信号线缆分开距离不小于 20CM。 

8、供水： 

（1）供水水压不低于 2×105Pa。冬季室温低于 0℃地区的管

道应有防冻措施。  

（2）陶艺教室应设置给排水系统。供应冷热水。教室泥水量

大，需配有多级沉淀池，过滤泥水，防止水管堵塞。沉淀池应配有

滑轮，方便清理。学生用水嘴、水池设置有两种方式：一种设在学

生工作台旁，一种设置在教室周边。 

（3）陶艺教室地面宜设置排水槽，便于陶艺教室清洁和泥水

排放。 

9、消防：室内装饰用非燃烧材料或难燃烧材料。 配备小型的

外伤急救箱。 

10、安全措施：陶艺教室应配备防火、防潮、防盗等设施设备。

应有紧急疏散通道、应急照明、电话等安全措施。教室的安全出口

不应低于 2 个，且位置在陶艺教房两端；门径大小保证设备运输便

利，同时利于疏散。  

11、环保：新建、改建、扩建陶艺教室时，甲醛、苯、氡等有

害气体和放射性污染应符合相关标准中的限量值。窑房烧成区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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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配置排风管道，施釉区应该考虑配置除尘管道，避免有害气体和

粉尘污染。 

实验室的日常卫生管理制度 

实验室上课时间外，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实验室。任何人

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操控实验室设备。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触碰

实验室内任何电闸开关。任何上课班级课后自主组织清扫本班所用

场地卫生。任何上课班级应在每次课后及时清理卫生，确保上午一

次，下午一次，不可将工作量堆积。陶艺课后应将作品统一整齐摆

放到作品架上。陶艺课后应将剩余的湿润泥料按照不同颜色泥料类

别单独运用练泥机练制回泥，回泥后，用塑料袋包裹好，不可接触

空气，放置在泥料区。陶艺课后应将剩余的干燥泥料用编织袋或蛇

皮袋装好，放置在泥料区。 

陶艺课后应将剩余的稀泥浆沥干水分，用编织袋或蛇皮袋装

好，统一摆放在揉泥凳上，揉泥凳放置在工作室角落，待适当干燥

后，及时练泥。新购泥、新练泥、回收泥应按照不同泥料的颜色类

别独立划分区域，分类放置，不可杂乱摆放。课后将所有泥料统一

喷水，保持湿润。 

确保任何泥料不可掺入垃圾！不可掺入工具！ 

各类陶艺工具（陶艺木刀、钢锯条、金属修坯刀、钨钢刀、钢

丝割线等）在课后需要按照不同类别单独分类，统一摆放到作品架

上以及收纳箱中。方木板，圆坯板，金属转盘应在课后按照类别分

类放置在教室角落。金属水桶在课后清理干净泥浆，冲洗彻底，统

一摆放在教室角落，沥干水分。陶艺桌面清理杂物后，需用干抹布

擦拭整洁。高椅子，小椅子应在课后统一回收到陶艺桌下方，保证

通道整洁。课后将所有抹布清洗干净。课后将水池底部淤泥铲出，

沥干水分，回收到编织袋或蛇皮袋中，统一摆放在揉泥凳上，揉泥

凳放置在工作室角落，待适当干燥后，及时练泥。课后检查水池下

方二级沉淀池，将淤泥清出，沥干水分，回收到编织袋或蛇皮袋中，

统一摆放在揉泥凳上，揉泥凳放置在工作室角落，待适当干燥后，

及时练泥。拉坯课后需要将拉坯机塑料围板拆卸清洗干净并安装

好，将拉坯机转盘及机器金属外观清理干净。修坯产生的碎屑及时

装到编织袋或蛇皮袋中，放置到泥料区。 

泥条机使用后需要将其外观、内管、塑料模具圆片清理干净。

练泥机在课后需要将外观淤泥清理干净，并确保真空气阀部分已排

除空气。泥板机使用后需要将其外观、滚轴及压泥布淤泥清理干净。

喷釉机使用后需清洗干净，检查机器是否淤堵，及时疏通。陶艺课

后及时将揉泥凳清理干净，统一放置，不散乱摆放。陶艺课后需要

将窗台，墙面，玻璃窗，门上的淤泥清理干净。课后清扫地面要彻

底，桌子下方，设备空隙，角落需清理干净。地面黏住泥料一定要

及时使用工具铲掉。清扫后需使用拖把彻底拖干净地面。 

课后及时将课程产生的垃圾倒入室外垃圾桶。 

课后必须保证所有陶艺设备断电。课后由任课老师关闭所有墙

壁电闸总开关。任课老师在课后务必最后离开教室，关闭窗户，锁

好所有工作室门。 

设备安全注意事项 

1.机器运行中，不可进行检修工作； 

2.机器运行中，发现异常，立即停止运行； 

3.保持电气部分干燥，严禁湿手操作； 

4.设备待机不用时，必须关掉电源，谨防意外事故发生； 

5.定期检查维护，保证设备部件的连接良好； 

6.保持设备清洁，及时清理干净； 

7.严禁超负荷运行； 

8.请勿私自拆装设备， 

教学改革是推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近年来，教、学、

做、练一体化教学改革成为了高等院校专业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和

热点，这种教学方法打破了教师以理论教学为主体的传授模式，由

抽象的知识讲授而变成了通过目标任务对具体工作展开指导，可以

实现教学与工作任务的有效衔接。因此， 实验室的日常教学管理

显得尤为重要，其工作重点应着眼于安全、任务和效果三个方面展

开。 

任何时候，保证师生的人身安全是教学场所必须要考虑的第一

要素，除了常规的消防设备配置和场所要求之外，实验仪器设备的

安全使用是实践教学中必须强调的首要环节，教学生掌握安全操作

仪器设备的方法，是老师的义务和责任， 也是保证实验教学顺利

开展和提高质量水平的前提。随着越来越多的课程向一体化教学模

式转换，实验室进入超负荷运转状态，安全意识要强化，特别是在

化学法检测教学中，师生们更应该进一步提升安全防护意识，避免

操作不当，防止危险伤害发生。 

对于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来说，实验教学是围绕一个目标任务

展开的，不同的目标任务包含着不同的知识点、技能点，这些都要

通过实验这个实践过程来领会和掌握，因此，这个目标任务一定是

典型的、具体的、可操作的，适合学生目前的接受能力并能促使其

举一反三。在实验室管理过程中可以根据这些目标任务进行项目化

管理，分班级、分组别、分难易逐项有序地开展实验，逐步提升学

生的实践能力。 

通过实验所完成的目标任务需要进行效果评价，评价过程中可

以组织学生相互评价，同时教师结合实验效果进行典型性评价。学

生评价可以深化学生对问题的认识和技能的掌握，教师评价可以以

点带面地提出实验中的共性问题，并引出后续学习中即将遇到的典

型问题，从而拓展学生的视角，提升学习兴趣。 

实验室的科研及社会服务管理 

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打造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调

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双引擎”。 

可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对此，

高职院校的实验室必须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大力支撑师生开展科

研创新和社会服务，同时在科研和社会服务的管理上加大力度， 确

保师生安全和成果的产出。 

执行科研计划预约预检制度。纺织实验室仪器设备繁多，在使

用和维护方面，其安全级别也有差 异，严格执行科研计划预约制

度有助于实验室人员的工作分配，使人岗适配。同时，师生合作开

展的科研活动，教师应起到首要作用，有学生参与的科研 必须由

团队指导教师提前到岗，配合实验室管理人员预先检查测试环境和

仪器设备，毕竟学生的测试 操作不尽规范，科研计划预约和预检

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规避测试过程中危险事故的发生。 

实行科研实训和社会服务记录制度。科研的过程是创新实践的

过程，是创造新技术、形成新工艺、发现新规律、解决新问题的过

程。记录科研过程有助于规范科学研究、凝聚科研成果，为后续工

作提供资讯参考；实训是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并加深知识理解、技能

掌握的过程，记录实训过程有助于学生以此为基础不断拓宽专业知

识面， 提升专业技能；而记录社会服务的项目和过程更是有助于

校企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和产品研发，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

用。 

实行教科研产出成果展示和推广制度。通过纺织实验室所完成

的各类教科研项目，是可以用不同方式进行展示和推广的，通过展

示可以激发师生们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创新创意，同时向社会、向

行业企业推广教科研成果，体现其理论高度和应用价值，为社会、

为行业、企业提供策略指导和技术服务。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基本条件，实验室教学

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只有不断

强化实验室建设，提升管理水平，才能有效助力高技术技能人才的

培养，为“品牌特色加示范骨干”专业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