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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畜牧业的变革，社会和行业对动物医学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求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校应加强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特别是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本文

在课程体系、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等方面，介绍了河北工程大学动物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实

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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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行业变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

调整，现在动物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能

够从事畜牧兽医行政管理、进出口动物及其产品的

检验、肉品卫生检验、饲料工业、食品安全、环境

保护、畜禽疾病的诊断与防治、伴侣动物医疗保健、

实验动物、比较医学、公共卫生及生物学领域等方

面的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在此背景下需要对动物

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进行调整
[1,2]

。

另外，在人才培养和教学管理过程中，在校大四专

业课教学安排与学生考取研究生、就业和全面发展

的需要矛盾日益突出，基于这些问题，课题组借鉴

国内外动物医学专业教育的众家之长，按照我国新

时期人才培养要求
[3]
，结合我校动物医学专业的人才

培养目标，2012 年课题组对动物医学培养方案、课

程设置、毕业生产实习、考试等各相关环节和育人

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调整与探索，通过三年多的实

际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课程体系改革 

按照我校“体现工程教育特色，完善四个平台，

体现三个体系”的课程体系设置基本原则（四个平

台:公共基础课平台、学科基础课平台、专业课平台

和学生自选课平台。三个体系：课程体系设置要体

现具有工程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教育体系、

素质教育体系），课程体系改革从复合型应用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整体目标出发，结合畜牧养殖新时

代特点，将原先过细与过分独立的课程进行调整和

重组，形成动物疫病诊断、预防、治疗和保障人类

与环境生态卫生相融合的课程体系；在实践教学上

搭建多层次的实验实践教学平台，即观摩实习让学

生以了解和认识为主，为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专

业基础实验室加强技能和操作实训；对学生研究方

法和科学思维能力的训练在专业实验室体现；为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从事科研的能力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科研实验与创新
[3]
，对学生免费开放创新实验室

（科研平台）；建立和完善了校内外实践基地，通

过生产实践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素质。 
整合课程设置，优化课程结构，将课程分为不

同模块，公选课模块、基础课模块、专业模块，将

根据培养方案进行不同模块组合，扩大选修课的种

类和数量，增设前瞻性课程。形成不同的学科方向，

学生可以根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方向。在教学环节

中设置爱国主义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公德教

育必修课。新的课程体系中增设:社会实践、公益劳

动、临床诊疗实习等。使各项实践教学所占比例高

达 36.5%。 

二、理论课程教学改革 

（一）建立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理论体系 

在理论教学中根据目前畜牧业以牛、羊、猪、

禽、水产、宠物等动物饲养为主的特点，对有关大

动物和马属动物疾病为主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及时

更换新教材，注重教学内容的精选和课程结构的整

合优化，增设经济动物、水产养殖和宠物疾病诊疗

的相关内容，补充常见病、高发病的一些新防治方

法和药物知识，鼓励教师深入畜牧生产一线了解当

前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现状，使教师在理论课堂上所

讲授内容紧跟生产实际。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和社会的发展，动物医学与

当今人类面临的人口、食品、健康、环境、资源等

重大问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过去由于粗放养殖带

来的环境污染、动物性食品质量安全、人畜共患病

多发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现代畜牧业

建设的目标是：建设生产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优质安全的畜牧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动

物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点要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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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经济动物诊疗的临床兽医的培养教育，因为兽

医对经济动物所起到的作用关系到了食品供给安全

和食品质量安全。 

（二）鼓励自学，重点授课取代全面授课 

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中，教师授课习惯面

面俱到、详述教材的各章节，这种教学方法不利于

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加之动物医

学专业目前面临“课时减少，课程数量增加”的现

状，如何保证教学质量是关键。经过几次教改比较，

采用“重点授课”的教学方式是比较理想的模式，

除了临床上多发传染病重点讲解外，也把经济动物

常见普通病列为重点讲解内容。将启发式、互动式

等多种灵活生动的教学方法应用于课堂，重点内容

讲深讲透。对一般内容鼓励同学通过教材、杂志、

网络、电视等多渠道自学，教师抛出问题让学生回

答，最后教师归纳知识重点。学生课堂回答问题成

绩计入平时成绩，按一定百分比计入总成绩。 

（三）改革教学形式，互联网技术教学、案例教学

和现场教学相结合 

随着教育互联网+的出现，视频教学、慕课、多

媒体课件教学已迅速进入了我国高等学府的课堂，

这些教学形式内容丰富、生动形象，音画兼备，有

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我校启用多媒休教学已

经十多年，开展精品课程、视频课程建设，其中《动

物性食品卫生学》与《动物生理学》两门课程被评

为校精品课程，有 5 门课程专业主干课在录制教学

视频。根据教学大纲，组织教师撰写课程学习参考

书，帮助学生克服多媒体教学速度快，学生无法记

笔记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 
结合专业和课程特点，在灵活运用直观性强的

模型、标本、幻灯片、挂图教学的基础上，大力提

倡案例教学。为培养学生对病症的诊断及治疗技能，

我系教师将不同病症的诊断及治疗过程记录下来，

及时编写成案例，用于课堂分析、讨论，在课堂上

让学生把自己纳入案例场景，形成反复的互动与交

流，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在校动物医院，以实际病例，进行现场

教学。对送诊病例或送检病料，在教师指导下让学

生参与病例临床观察和尸体剖检，开展实验室诊断，

以实际病例示范教学。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在一

起，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节省实验动物经费。 

（四）考试形式多样化 

改革过去单一的闭卷式考试，以百分制评定成

绩的模式，课题组改革考试形式
[3]
，按课程特点，灵

活运用笔试（包括开卷和闭卷）、口试、实际操作

等多种考核方式。对专业主干课程实行闭卷考试和

实际操作联合测试，按比例计入总成绩。其他课程

采用病例分析、开卷考试、思考题测试或小论文形

式，分四档记入成绩。在优秀评定和学位授予上重

点看专业主干课程，让学生把主要时间与精力放在

主干课程上，对选修课程学生自主选择，给学生足

够的个性发展时间与空间。 

三、实践教学改革 

（一）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动物医学实验室建设 

改革前的动物医学实验教学，课程实验室各自

独立，仪器利用率太低。造成实验经费紧张，学院

通过建立实验室公共平台，调动学科内的群体优势，

加强学科内实验教学的有机组合。在动物医学专业

设立了专业基础实验室、仪器检测分析实验室，分

子生物学实验室、预防兽医实验室和临床兽医实验

室。整合后的实验室形成大学科群体内的优势互补。

实现了资源共享，在经费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利用

交叉使用仪器设备的方法，提高了实验的开出率。 

（二）实验教学改革 

从培养学生实验室基本操作技能的目标出发，

突出实验教学的先进性和综合性
[4]
。 

根据课程特点和学生就业需求制定实验教学计

划，修改实验大纲，统筹安排动物医学专业的实验

课程，合并相同实验项目，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使

实验内容有连续性和延展性。同时，根据畜牧业生

产发展需要，调整更新实验内容，压缩演示、验证

性实验比重，增加综合性试验和设计性实验比例，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增强实验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先进性 
专业课程多是动物医学课程体系的特点，从专

业基础课到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的课程是循序渐进

层次关系，一门课程可能是另一门或几门课程的基

础，课程之间有交叉，如何打破课程界限，改变实

验教学内容各自为阵的局面，避免实验内容简单无

意义的重复是改革的重点。为此，合并课程内容联

系紧密、实验内容相近的实验课，使实验内容前后

呼应，形成有机整体。同时将学科一些先进技术引

入实验课中。 
2.增开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对学生开放实验室 
在大学一年级通过实验课培养学生基本实验技

能，大二开始安排一些综合性、设计性基础实验课

程。把实验内容存在有机联系的不同课程进行融合、

重组，组成几个大的综合性实验单元，如生理学、

生物化学和药理学联合开设的综合性实验，这样充

分体现专业实验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有利

于学生对实验技能掌握和创新能力培养。 
同时实验室对学生免费开放，开展课外科技活

动，实验课之外的课余时间仍然可以到实验室做实

验，可以是实验内容的延续，也可以自主开展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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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和大学生创新基金项目研究；设置了创新

学分，并作为奖励学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正是有

了这样的实验平台和基础，我系学生获得两项校资

助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三）教学实习改革 

1．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到动物医学相关检测单位、临床一线、养殖场

中学习临床检验监测方法、畜禽疾病的特点、防治

方法是学生生产实习的主要内容。主要采取了以下

做法保证实习效果： 
(1)发挥好校内教学实习基地的作用。目前，校

内实习基地—动物医院，设有药房、动物疫病门诊

室、动物疫病检测化验室、动物疫病观察治疗室、

外科手术室、实验动物饲养室。配备的检查设备有 B

超诊断仪、X光诊断仪器等先进仪器，方便学生随时

随地学习和锻炼实践技能，为走向社会从事相关工

作奠定基础。 
(2)建立环京津冀的校外教学实习基地。近年

来，院领导十分重视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组织生产

实践经验丰富、科技推广能力强的教师组成实习专

家组，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唐山、秦皇

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市及周边省市等有关

单位建立联系，设立实习点。目前教学实习基地达

到 15 个，毕业生产实习基地 20 个，实习场所包括

养殖场、兽医院（站）、宠物医院、兽药厂、检疫

监测站等单位，可以很好地满足学生各项教学生产

实习的需要。 
2．合并相关课程教学实习，集中时间进行综合

教学实习 
过去临床课程的实习多为分散进行的教学实

习，虽然实习地点也安排在生产一线的养殖场、动

物医院等单位，但由于时间短，实习多为走马观花

的参观实习，实习内容不确定，遇到什么病例就实

习什么病例，学生很少有参与动手机会。学生反映

收获不大，实习效果不理想。实习时间和经费大部

分花费到交通上。为了克服实习时间短和经费紧张

或不足，提高实习效果，保证实习的教学质量，我

系将兽医临床相关课程的教学实习进行合并，实习

时间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末的暑假和第四学期开学

初的前 2 个月进行。由实习指导教师带队，届时将

实习生安排在大型、规模化养殖场、动物医院或兽

药厂等单位进行驻点实习。这样实习时间集中，时

间长达 3 个月左右，学生在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和

工作情况后，在指导教师或单位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可进行各种检查、诊断和治疗。同时开展课外科技

活动，鼓励在校学生提前进入教学科研实验室，开

展课外科学研究和大学生创新基金项目研究；设置

了创新学分，并作为奖励学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通过这些措施,更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四）毕业生产实习改革 

1．实行师生互选机制，调动师生的积极性  
根据实习需要，将能接受实习生的单位向师生

公布，同时也将能承担实习指导任务的教师个人基

本情况向学生公布，学生综合测评情况向教师公布。

根据学生总数和指导教师总数，确定每位指导教师

最多指导的学生数。再按综合测评成绩排序，自主

选择指导教师。指导教师也可根据科研工作的性质

及学生综合测评情况，自主选择所指导的学生。互

选不成的教师和学生，再由系协调安排。指导教师

负责学生的毕业论文、毕业实习和就业指导，毕业

论文不合格的学生不能毕业，指导教师当年不能评

优，成绩突出者学院给予适当奖励。 
2．用人单位和学生双向选择，为学生就业牵线

搭桥 
首先根据学生的就业意向推荐实习单位，农学

院每年定期召开毕业生双选会，邀请用人单位到学

校，与毕业实习生见面，进行双向选择。双方达成

互选意向后，需签署毕业生产实习协议（学生、用

人单位和学院三方协议）。学生可以到协议单位毕

业实习，时间长达 3 个月，实习结束学生和用人可

以单位再次互选，确定就业去向。这样，给学生提

供了锻炼的机会，又增加了校企的沟通和交流，为

学生毕业后就业奠定了基础。 

（五）实行导师制，加强学生科研和创新能力培养 

高校素质教育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学生科学研究

基本素养的培养，我系在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

科研活动上多措并举。组织有一定职称并承担科研

项目的教师作为导师，对本科三年级部分学有余力

的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工作中来，在导师指导下进

行项目设计和探索。同时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学生社

团、竞赛、课外科研活动、社会调查、“大学生创

新基金”、专家学者报告会等，强化学生科研和创

新能力培养，缩短学生适应社会的时间。 

（六）实践教学环节考核改革 

改进考核评定机制，采纳建设性意见，促进良

性循环。过去教学实习考核内容主要由实习报告（总

结）实习鉴定两部分组成。针对学生实习报告抄袭

现象较多，下调实习报告成绩所占比例，同时增加

实习日志、考勤记录和面试三项考核内容，并要求

指导老师面试中兼顾试题库与学生实际实习情况进

行提问；考勤记录满勤不扣分，缺勤 3 次以上的成

绩为零，以此严格考勤制度。同时要求学生提交实

习心得和实习建议，以供学院和系借鉴和采纳，并

反馈用于教学实践改革调整，帮助学生及时解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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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好校企沟通，为今后

的实习奠定基础。 

四、存在问题 

为保障临床实习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对临床教

学实习重要性的认识，应对临床实习进行适当的考

核，并制订定切实可行的临床实习实践技能考核办

法（标准）。技能考核的内容应参照当前国家执业

兽医师和职业准入制度的要求制定。目前还没有科

学合理、可操作性较强、统一的本专业实践技能考

核标准。 

（课题组成员：薛占永、呼秀智、刘彦威、石

玉祥、王雪敏、牛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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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on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maj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animal husbandry 

——Take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XUE Zhan-yong, HU Xiu-zhi, LIU Yan-wei 
(College of Agriculture,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2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capability requirement of the veterinary medical talents in the society and 
indu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students’ extensive quality, especially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novative talen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training of the veterinary medicine students in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Key word: veterinary medicine; curriculum system; personnel train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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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数据统计截止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 

③数据来源：潍坊新闻网 

http://wfwb.wfnews.com.cn/content/20121227/Artic

el08002E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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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ssential fac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Weifang area 
LIU Yang 

(Drama Management Departmet,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Weifang area, like a history book, vividly record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Weifang city.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three essential factors of intangibla cultural heritage in Weifa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oday’s society and som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Weifang area. 
Key words: Inheritance environment; Real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