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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这些污染物的含量很高，并且对自然环境的

影响格外严重，如何对其进行治理已经成为现阶

段畜禽养殖的关键 [3]。所以，未来需要相关养殖人

员注重对畜禽养殖环境的控制，避免出现严重的

污染现象。同时也应该尽可能提高防控技术，确

保我国自然环境发展不会受到畜禽养殖污染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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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专科层次的《家畜病理学》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为提高《家畜病理学》的教学质量

和学生的职业能力，根据学生就业岗位的任职要求，结合《家畜病理学》的课程特点，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等进

行了初步探索，收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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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专科层次的《家畜病理学》课程教学存

在以下问题：①教学内容宽泛庞杂，更新缓慢，与畜

牧养殖行业的岗位需求脱节。②“填鸭式”的传统授

课方法单一、滞后，学生的学习体验差，效率低下。

③动物疾病的病理变化纷繁复杂，学生缺乏感性认

识，普遍感觉《家畜病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抽象难

懂，学习过程索然无味，兴趣低下。

1 基于岗位需求的课程体系构建

在当前养殖业发展的新形势下，紧扣职业岗位

需求，跟踪行业企业发展，根据毕业生就业岗位对

知识和能力的要求，参照动物疫病防控员、动物检

疫检验员、执业兽医师的职业资格标准，制定了突

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教学过程设计等教学

文件，重组了教学内容，在基础病理、系统病理、疾

病病理的基本框架下，将教学内容整合为局部血液

循环障碍、水盐代谢障碍与酸中毒、损伤与修复、缺

氧与疾病、发热和炎症等项目群。基于动物疾病诊

断和防控工作过程，以岗位需求为目标，达到工作

过程与学习过程零距离，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保证

教学内容具有实用性和应用性。

2 专兼结合、“双师”素质教学团队的

建设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在引进和培养高学历、高学

位人才的同时，实施青年教师导师制，推行专任教

师实践锻炼制和兼职教师聘任制，建立了一支师德

高尚、教学经验丰富、业务能力扎实、团结协作的

“双师”型教学团队[1]。教研室定期安排任课教师到

养殖场、畜牧兽医研究所、兽医站检测中心等单位

进行实践锻炼。专任教师具有“双师”素质，并具有

农业部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资格，既能胜任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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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又能指导兽医临床实践操作。同时聘请

行业知名的兽医技术专家作为本课程的兼职教师，

将养殖企业的实际工作内容带入课堂，为课程设计

的实用性和适用性提供保障。

3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

根据不同项目和任务，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

法，如案例教学法、比较教学法、现场教学法、启发

教学法、讨论教学法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如“炎

症”采用现场教学法，“炎症病理变化”、“炎症局部

表现”等采用直观教学法，“炎症局部基本病变”等

采用微观病变过程再现式教学法，“炎症的生物学

意义”等采用讨论式教学法，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

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将发病动物

的临床症状、病理变化等制作成图片、视频、动画等

素材，不断丰富和更新多媒体课件，使教学直观易

懂[2]。发挥网络资源优势，开发网络课堂教学平台，

丰富教学内容与形式，形成自主、自助、开放的学习

和实训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

课程教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4 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

加大校内外实训基地的投入，提高校内外实训

基地的数量和质量。目前有校内实训室 3个，可同

时容纳 100名学生进行技能训练；积极与养殖企业

联系，建立高质量的校外实训基地 10个。在适当的

时间安排学生到养殖场、兽医站顶岗实习，并聘请

这些单位的兽医专家作为校外指导教师，将真实的

工作岗位作为技能训练的课堂。教学过程与工作岗

位有机结合，有利于强化技能训练，保障学生和教

师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学习和教学，达到教学与生

产的有效衔接。

5 将职业道德教育融入课堂教学

结合动物养殖特点，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将学

校、养殖行业中的感人事迹、创业经历等实例融合

到教学环节中进行探讨、学习。引导学生关爱动物，

关心畜禽健康，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引导学生全

方位地提高自身素质，建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

6 创立以岗位能力为导向的考试模式

以岗位能力测试为中心，将课程的考核分为以

下两部分。

1）理论考试，占总成绩的 70%，所有考试的题

目均为生产中的具体任务，考试题目围绕完成该项

任务来进行。

2）临床实践考试，主要内容包括病理标本辨识、

动物病理剖检与诊断，占总成绩的 30%，以平时考

核为主。以岗位能力测试为中心，使考试过程接近

兽医临床工作过程，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职

业能力得到了提高。

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的《家畜病理学》课程改革，

强化了兽医临床技能的培养，使学生的病理学理论

知识和实践技能同步发展，提高了学生对兽医临床

专业课的学习效果，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学生

就业后能迅速地适应动物疾病诊断和防控工作岗

位，受到用人单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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