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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学课程中 教学改革的
思考与体会

李荣权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动物科学技院，吉林 132001

摘要 为了深入探讨 PBL 教学方法在兽医学课程课堂教学改革中的应用技巧和常见问题，笔者结合多年兽

医学多媒体课堂教学经验和高校转型发展教学改革成果，对兽医学课堂教学中的 PBL 教学方法的要求和技巧进

行了阐述：PBL 教学方法要求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要求学生有学习兴趣、主动性、对专业基础知识

掌握的深度；要求病例有典型性、丰满性、适合性、创新性。PBL 教学实施的策略有：问题式学习，主动式学习，评审

式学习，创新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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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教学法，即

问题式学习方法。该教学法最早应用于医学课程的

课堂教学，围绕课堂的专业知识技能或针对实际问

题及实际病例开展课堂教学，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

动性、协作性、创新性、实践性，对于培养学生主动

学习、团结协作、创新创造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有

极大帮助，目前已作为非常广泛的教学方法在课堂

教学中应用，尤其是医学类或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中

被广泛应用和肯定。

在动物医学类课程中，使用 PBL 教学具有很大

益处，PBL 教学方式或方法较多，可以将学生分成

多个讨论组或项目组，分别进行谈论或学习；亦可

以将某个典型病例，放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分析，研

究新的诊疗技术等。然而笔者经多年教改研究发

现，在 PBL 教学实施过程中，由于许多教学条件和

因素的影响，使得 PBL 教学的效果有很大差别，为

此笔者将动物医学课程中 PBL 教学改革的经验与

体会分享给大家，仅供参考。

1 教师的自身条件对 PBL 教学效果

的影响

1.1 丰富的教学经验有利于 PBL教学开展

PBL 教学要求对病例进行深入剖析，并与课程

内容紧密联系，因此教师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要

对课程内容“烂熟于胸”。首先，教师丰富的教学经

验可以使 PBL 教学更灵活、更多样，并能将学生之

前所学的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知识与病例相关的

知识体系综合起来；其次，教师教学经验丰富，可以

将本课程中各个知识点、能力点做精准和高度的凝

练，并充分与病例结合，使教学更贴近课程主要内

容、主要目标[1]。
1.2 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利于 PBL教学开展

PBL 教学要求将课程中的“问题”作为重点，以

问题串联知识点、能力点，问题要与临床实践紧密

联系，因此教师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经历。首先，

教师丰富的职业经历或临床实践经历，会使 PBL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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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更加丰富和典型，教师能够熟练地从众多经典

病例中找到本课程或本次课堂教学所需要的典型

病例；其次，教师丰富的实践经历、职业经验能够

保证在 PBL 实践教学中激发并指导学生开展创

新研究，并能更好地对学生提出的实际问题加以

指导[2]。

2 学生的自身素质条件对 PBL 教学

效果的影响

2.1 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人生最好的老师，是学生主动学习、深

入探究问题的原动力。学生对本课程或本专业内容

不感兴趣，就会失去主动性和原动力，不能深入地、

主动地学习，也就很难针对课程内容提出“问题或

质疑”，在后续课堂上或创新实践中开展 PBL 教学

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2.2 学习的主动性

PBL 教学又称为“问题式学习”，要求学生要主

动地、自主地学习知识，并对课程中难点、疑点提出

相关问题或相关解决方案，因此学生只有具有较强

的学习主动性，才能使 PBL 教学效果达到最佳状

态；“问题式学习”后，学生要对相关“问题”进行创

新性深入研究和探讨，开展创新或项目研究，也需

要学生有较强的自主学习或主动学习的能力[3]。
2.3 对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的深度

PBL 教学要达到最佳效果，不仅要求教师有较

高的自身条件、学生能积极热情主动地开展学习，

而且，要求学生对之前所学的基础课程、专业基础

课程有相当深入的掌握。只有学生有了一定的专业

知识、技能以及一定的实践经验，才能针对课程内

容提出比较专业的“问题或质疑”，才能和教师一同

开展病例教学或问题式教学，互相“配合”，开展互

动教学，PBL 的教学效果才能充分展示，才能达到

良好的“问题式”教学的教与学的相辅相成[4]。

3 PBL教学对病例的要求

3.1 病例的典型性

PBL 教学不仅要求对病例本身进行讲解，还

要对病例所涉及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前沿问题

等多方面的内容进行分析，因此每个病例应该非常

典型才有利于开展教学，教学效果才更为明显。此

外，典型病例更有利于加深记忆，促进学生学习。

3.2 病例的丰满性

动物疾病较为复杂，许多病例通常很难找到确

切病因或很难确定完整病程，或者病例的症状和整

个诊疗过程不典型、不完整，这样的病例对课堂教

学较为不利，不能全面系统地对病例本身或由病例

引申出的相关“疑问”或“问题”进行讲解；或者，病

例较为简单，不够典型，缺乏完整的诊疗过程，对于

开展 PBL 教学效果不理想。因此，在开展课堂 PBL
教学时，选择比较典型、比较完整的病例作为教学

素材，可以使教学效果更明显[5]。
3.3 病例的适合性

利用病例开展 PBL 教学时，病例不仅要典型、

完整丰满，而且要与授课重点内容一致，能更好地

为学生理解掌握教学内容“服务”；病例要能更好地

凸显出相关科学问题或实际矛盾，有利于教师或学

生，针对相关“问题”开展探讨或提出创新方法。

3.4 病例的创新性

PBL 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学习热情、学习兴

趣，锻炼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协作性，同时还要锻炼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是锻炼学生的独立

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在选取病例时，可重点

选取诊疗技术可供探究的复杂病例或有待商榷的

病例，应注意学生对该病例在诊疗措施等多方面

“问题”的创新性或独创力，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

以及创造性思维的锻炼和培养，并可以使学生能以

此“问题”为目标开展科研项目或创新项目[6]。

4 PBL教学实施策略

PBL 教学是一种“问题式”教学或者也可理解

为是一种互动式、探究式教学，方式方法可以灵活

多样，只要有利于开展互动教学即可。

4.1 问题式学习

问题式学习是老师或学生针对教学内容或病

例，提出相关科学问题，供学生探究、学习或师生互

动讨论，进而来掌握和理解所学知识。

4.2 主动式学习

主动式学习是教师针对教学内容或病例，提出

相关科学问题，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查阅文献、实践

操作，来探究或评判教学内容中的相关知识，从而

加深对相关课堂内容的掌握和理解。

4.3 评审式学习

评审式学习是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以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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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方案进行指导或评价，和学生一同学习相

关知识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相关问题。

4.4 创新式学习

创新式学习是学生通过教师指导，自己创新立

项，用来探究或验证所学知识以及自己创立的“问

题”或“项目”的科学性或可行性。

5 结 语

PBL 教学一种非常理想的互动教学方法，通过

对课堂知识的问题式或项目式等不同方式的探讨

和互动，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更能从解

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创造性地学习知识。尤其是将经

典病例引进课堂后，与 PBL 教学方法结合起来，对

于增加课堂教学效果有极大帮助，是一种得到首肯

并被广泛使用的一种课堂教学法。教师应在熟悉课

程内容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各种 PBL 教学策略，可

得到相得益彰的最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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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抗教槽料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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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河北滦平 068256；3.北京中育种猪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海淀 100194

摘要 本试验选取 25 日龄遗传背景相同、生长状况良好、体重 6.5 kg 左右的健康断奶阉割公猪 78 头，随机

分为 2 个处理组，对照组饲喂含抗生素教槽料，试验组饲喂无抗教槽料，试验期为 10 d。测定断奶仔猪平均日采

食量、平均日增重、料肉比和腹泻率，以期评估替抗配方的可行性。试验结果显示，对照组与试验组采食量、增重

及料肉比没有显著差异，可满足断奶仔猪的生长需要。

关键词 水解单宁酸；葡萄糖氧化酶；植物提取物；断奶仔猪；生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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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从 2625 号文件限制氧化锌及铜的用

量，到 194 号文件限制饲料中抗生素的添加，预示

着无抗饲料将是大势所趋。大量研究表明水解单宁

酸、葡萄糖氧化酶、植物提取物、抗菌肽、有机酸和

微生态制剂等一系列新产品具有使用安全、环保、

无抗性且效果显著等特点，是替代抗生素比较理想

的选择，本试验主要评估替抗配方的可行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动物由滦平县顺凯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提供，试验饲粮由北京三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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