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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专业“五举措三平台”临床实践
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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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武汉 430070

摘要 兽医专业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的学科专业，实践教学对于巩固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提高其操作技能

极为重要。本文总结了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师开展的以“五举措三平台”（五举措：采取“竞赛比武”促练促

学促建的举措，采取“虚实结合”实习实训实操的举措，采取“科室轮转”临床技能训练的举措，采取“PBL/CBL”临
床思维带教的举措，采取“递进综合”临床评价反馈的举措；三平台：编写新形态教材及建设 MOOC 课程，开展创

新创业活动及案例设计，建设校内实践教学基地）为核心的卓越兽医人才临床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与应用的思路、

内容及效果，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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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学（动物医学）专业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

的学科，实践教学对于巩固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

提高其操作技能，以及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

良好的综合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与欧美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生独立工作能

力不强，学生临床实践不足，重理论轻实践现象突

出。这种差异导致我国动物医学本科学生动手操作

能力差，分析与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不足，不能满

足社会对动物医学专业高素质人才的需求[2]。针对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兽医人才临床实践的短

板，我们改革并应用“五举措三平台”特色临床实

践教学模式以来，多元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在同行中

获得了较好反响，在兽医实践教育等相关领域发挥

了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1 “五举措三平台”临床实践教学模

式改革与应用的思路

卓越兽医人才临床实践教育是围绕高水平临

床兽医教育教学活动目的开展，且学生亲身体验和

参与的实践活动。通过分类探索实践教学措施及统

筹建设实践资源平台，打造“五举措三平台”临床实

践能力培养模式，最终实现培养具有自主学习能

力、较强临床实践能力、缜密临床思维能力，以及良

好岗位胜任力的卓越兽医临床人才。

2 “五举措三平台”临床实践教学模

式改革与应用的内容

2.1 分类探索五种实践教学举措

以能力培养为目标，坚持分类探索，通过“竞赛

比武”“虚实结合”“科室轮转”“PBL/CBL 教学”及

“递进综合”评价等，探索实践关键环节的多元化教

学模式。

1）采取“竞赛比武”促练促学促建的举措。针对

学生忽视实践操作、实践操作不规范的现状，每年

定期开展大学生临床操作技能比赛，比赛内容包括

兔胃切开术、病原菌检查及禽的病理剖检操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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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赛前训练和真实比赛全面检验了学生实践能力，

促进了实践教学。课程组老师积极带领学生参加全

国动物医学专业技能竞赛，通过队员选拔、集中训

练、带队比赛等，促进了学生开展临床实践的热情，

也提高了学生实操能力。

2）采取“虚实结合”实习实训实操的举措。针对

学生实习难进现场、难动手的问题，采取“虚实结

合”的实习实训实操措施，实现临床实习和沉浸式

仿真训练的有机结合。积极与国内领先的数字化教

学公司———南京莱医特公司合作，依托虚拟仿真

（VR）和人机交互技术建立了兽医外科手术学虚拟

仿真实训系统，通过模拟手术操作的流程和训练环

境，使学生获得兽医外科手术的生动直观感性认

识，极大提升了实践教学效率。

为解决实践基本操作练习时间短、次数少，实

践考核内容单一、社会对动物福利提要求高等问

题，将模型演练、干式实训实操、实验动物实训实操

相结合，创建模型演练及动物实操两位一体的实践

教学内容体系。

3）采取“科室轮转”临床技能训练的举措。针对

学生实践接触病例单一与临床病例多样存在的矛

盾，建立临床实践学生轮训轮转流程。学生轮训分

为内科、外科、治疗室、影像科，每一阶段学生在每

个科室实习 2 周，考核合格后，学生进入下一个科

室进行轮转实习。

通过建立轮转实习的流程、值班制度、住院患

病动物交接制度、学生跟诊职责、独立接诊考核等

标准，对学生着装要求和学生调休要求等进行了规

定，确保科室轮转的临床技能培训稳妥开展。

4）采取“PBL/CBL”临床思维带教的举措。为解

决学生处理临床实际问题能力不足的缺陷，促进

“教师为中心”向“学生为中心”转变，改变传统的

“教师示范，学生观摩”实践教学模式。项目组通过

以教学动物医院的临床病例为基础，采取问题导向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及病例为中心（case-
based learning，CBL）的实践教学模式，实现学生诊

疗为主，教师确证为辅的流程，极大促进了学生主

动对临床知识和技术的探求与创新，进一步提高了

学生的临床实践技能。

项目组老师积极建立和扩充案例库，共收集病

例图片 1 500 余张，整理病例资料 8 400 余份，为

开展基于临床案例及问题的临床思维训练奠定了

基础。教师通过综合病例讨论和分析，强化学生临

床思维能力培养。

5）采取“递进综合”临床评价反馈的举措。为了

解和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跟踪评价教学目标的实

现程度，在考试内容的设计上不只是考核单一学科

的内容，而是将各个学科内容进行深度整合，考核

学生的整体能力，考核的结果是形成性评价与总结

性评价相结合而不是仅仅考虑总结性评价的结果。

考核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学生根据反馈结果进行

相应调整，建立形成综合的临床评价闭环。

通过完善评价反馈过程，建立一体化、同质化、

标准化和递进式考核体系，固化兽医学生的临床岗

位能力，相互协同，相互补充，相互关联，全程贯通

了兽医临床实践教育，为卓越兽医人才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2.2 统筹推进三个教学资源平台建设

系统优化临床教学内容体系，以编写新形态教

材与建设 MOOC 课程为基础，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及

案例设计，建立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统筹推进 3 个

教学资源平台建设。

1）编写新形态教材及建设 MOOC 课程。我们

联合国内包括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华南农业

大学等共计 13 所全国知名农业院校专家学者，在

出版“十三五”规划教材《兽医外科学》的基础上，

编辑出版了该课程的数字化新形态教材，取得良

好效果。

为拓展和充实兽医实践教学内容，课程团队整

合教学资源，收集大量临床案例，创建精品兽医外

科学数字课程。该课程在 2010 年及 2013 年分别提

升为国家精品课程及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18
年建设成为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MOOC），并在爱

课程网平台向社会开放，现已开出 5 轮 MOOC，并
已开设校内 SPOC 课堂 3 个，选课人数近万人。同

时，课程团队通过 MOOC 及“雨课堂”等信息技术，

实现病例先导研究性学习、典型病例分析及外科操

作技能强化训练等，极大提升了学习者创新学习能

力和临床工作能力。

2）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及案例设计。鼓励兽医学

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参加创新创业活动。引导兽

医学生将案例撰写纳入毕业论文写作，毕业时以案

例作为答辩材料。通过案例撰写，强化临床实践能

力，促进了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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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校内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动物医学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配合临床兽医相关课程，建

设临床实验教学平台。引导平台开设的验证性实验

向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创新性实验拓展。充实

平台带教队伍，对青年教师制订个性化培养方案。

目前，临床教师中有 2 人分别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和堪萨斯州立大学获得执业兽医博士，5 人在美国、

澳大利亚等知名大学或研究所做过访问学者；多人

次参加世界性学术会议，进行过学术交流。

整合、完善临床操作要点，搭建现代化临床技

能训练内容。训练内容由基本技能培训、器官系统

技能培训、综合技能培训递进，由底端技能向有生

命的动物头颈部手术、腹部手术、消化系统手术、泌

尿生殖系统手术等扩展，已建立基本技能训练、眼

科、骨科等专科训练等基本及综合临床技能实操项

目 15 个。

2.3 建立协同联动的长效机制，全面保障实践育人

通过制定、实施和出台临床实习规范、卓越兽

医人才科室轮转规定等完善实践教学质量标准，加

强教师队伍和教学资源建设，充分发挥教、学、管、

研多方积极性，为实践育人提供全面保障。

3 “五举措三平台”临床实践教学模

式推广应用的效果

3.1 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实施卓越兽医人才临床实践教学综合改革以

来，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和探索创新能力得到显著

提升，受益 4 届学生近千余人；在开展的模型演练

及实操等实践教学活动中，每年学生参与人数近

200 人次。建成并运行 MOOC 共计 5 轮，参加学生

万余人。

3.2 教师教学和研究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收集病例图片 1 500 余张，整理病例资料

8 400 余份。教师积累了大量素材，开展 PBL 和

CBL 的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近 4 年来，课程组教

师获得校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二等奖 1 次，三等奖 1
次；获校实践教学管理奖 1 次；获校教学质量奖 3
次；获全国动物医学专业技能竞赛优秀教师指导奖

特等奖 3 人次，一等奖 3 人次，二等奖 3 人次。团队

教师积极主持并承担省级教改项目 2 项，校院教研

教改项目 5 项，出版十三五规划教材暨新形态教材

1 部，建成并运行《兽医外科手术学》MOOC。
3.3 培养出的毕业生质量获得高度好评

经过卓越兽医人才训练的毕业生，以“专业技

术能力优秀、临床岗位胜任力强”获得用人单位好

评，多名学生在动物医院就业并成长为院长或技术

骨干，毕业生质量得到广泛认可。近 4 年，学科技能

竞赛如火如荼开展，在全国性动物医学专业技能竞

赛中，获全国团体特等奖 1 次，团体一等奖 1 次，团

体二等奖 1 次，最佳组织院校奖 2 次，尹伊娅同学

获“全国兽医新星奖”1 次。学生主持 SRF 及大学生

创新创业计划 10 余项，部分结题优秀；以案例开展

的毕业论文设计中，学生发表案例相关论文 1 篇。

曲燕燕同学主持参加的创业项目“宠物上门美容”

获华中农业大学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银奖，华中农业大学第九届“神农杯”大学生创

业大赛三等奖，华中农业大学第四届“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及“力源杯创新创业大

赛”优秀奖各 1 次。

3.4 改革成果示范辐射作用明显

2019 年 1 月 12 日新疆石河子大学动物医院、

塔里木大学动物医学院和西藏农牧大学部分兽医

临床教师来华中农业大学进行了为期 1 周的临床

诊疗及教学研讨与经验交流活动。多元化的实践教

学模式被多所高校借鉴，教改论文在《中国兽医杂

志》等兽医权威刊物及全国兽医外科同行会议作大

会主题报告交流，在兽医实践教育中发挥了较好的

引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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