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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动物营养学是动物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在现代动物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充分挖掘动物营养学的育

人要素，对动物科学专业学生的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以《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为指导，结合动物营养学的教学内容，从动物营养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设定，每一个章节课程思政

元素的凝练，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的落实以及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考核等方面完成动物营养学课程思政的创新设计。

通过系统的动物营养学思政课程的学习，达到增强学生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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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就是将思想教育有机融入专业课程

的教学与改革之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效

结合，以课堂教学为切入点，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

体系和德智体美劳教育培养体系，充分体现并落实

树人与育才的特征要求。目前我国各层次的教育还

存在过于重视学生知识的获取，对学生世界观、价

值观以及科学方法论方面培养的重视度还有待加

强。当今世界多元化发展，各种思想充斥其间，容易

让缺乏正确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年轻人在思想上走

入歧途。因此，在专业教学中融入正确价值导向，有

助于培养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动物营养学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首要问

题，大学课堂是立德树人的主战场。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度重

视。2016 年 12 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

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

事业发展新局面”[1]。2020 年 5 月 28 日发布的《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再次强调高校教师是

课程思政的“主力军”[2]。动物营养学是动物科学专

业的核心课程，是精准饲养动物、提高动物生产效

率、保障人类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理论基础。动物

营养物质摄入量关系到动物福利；动物对营养物质

的利用率关乎到环境污染和环境的再生产能力；动

物营养与饲料、从动物饲料安全到食品安全，需要

畜牧生产者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追求精益求精

的态度和爱国爱家的环保意识。中国的生猪和家禽

养殖数量以及饲料使用量均是世界第一，在动物生

产实践中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的同时，需要承担大国的担当，把满足人民生活日

益提高的需要放在首位，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健康

畜牧业道路。因此，在《动物营养学》的教学中应该

也必须实现“课程思政”，种好动物营养教学的“责

任田”。

2 动物营养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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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专业课程要在课程教学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引

导学生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大国三农”情怀，引导学生以强

农兴农为己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树立把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意识和信念，增强学生服务

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培养知农爱农创新人才[2]。动物营养学是从事

饲料生产和动物生产的理论基础。提高动物生产

力，保证食品安全和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物质基础。动物营养与饲

料学专业作为“双一流”华中农业大学的“一流学

科”，更应该在培养学生价值认同、科学家精神、企

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的方面下功夫。根据《指导纲

要》的要求，结合《动物营养学》的教学内容，具体的

课程思政目标如下：

1）热爱祖国，培养学生的“大国三农”情怀，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强农兴农为己任。

2）尊重科学，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培养学生知

农爱农的“科学家精神”。

3）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生态意识，保护

环境，节约资源，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

4）培养学生勇于探究、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和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农业农村现代

化、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5）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创业能力和企业家精

神，树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意识和信念。

3 动物营养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元素

设计

3.1 随堂研讨课程思政内容

思政教育并不是附加于教学过程，而是与系统

教育教学过程有机结合的一种新的教育教学理念[3]，
需要在原有大纲的基础上，在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

中从多个角度穿插融入思政育人元素，成功实现

“润物细无声”式思政教育策略[4]。本文按照各章节

的内容设计随堂课程思政素材，见表 1。
3.2 课程思政专题研讨

课程思政教学可以从深度上分为 2 个部分：随

堂研讨和专题研讨。由于受课堂教学时间的限制随

堂研讨的深度被局限，通过专题研讨以加强对课程

内容和思政元素的理解。

1）专题讨论内容。

淤文化自信，勇于赶超：回顾营养学的发展史，

以熊远著、陈焕春、李德发、印遇龙、姚斌等科学家

为楷模，勇攀动物营养学的理论高峰。

于生态意识：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以

营养为纽带，动物生产者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

的作用。

盂食品安全（社会担当）：动物营养关系到人民

的食品安全。

榆人民福祉：用所学的动物营养理论知识，畅

谈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的方法和措施，瘦肉

率、功能鸡蛋，健康脂肪含量的动物产品。

虞榜样的力量：以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创

办的企业为榜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准备和计划。

2）专题研讨的组织安排。

淤学生自由组团，分为 5 个小组，每组选择 1
个话题。

于于学期末组织 1 次专题研讨会，由各组进行

课堂展示，每组 30 min。
4 动物营养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

4.1 混合式教学形式

为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采用雨课堂授

课的方式，结合微助教辅助练习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雨课堂便于学生提前预习教师的讲义以及课后

复习所讲授的内容，现场授课交流是主要的理论讲

授方式，交流起来更方便；微助教程序小巧，用于考

核学习的效果。

4.2 混合式教学内容

为了节省课堂教学时间、扩展课程教学容量，

将需要讲解的教学内容放入雨课堂中，要求学生在

面授之前完成自主学习，并利用雨课堂的讨论功

能，要求学生在讨论区回复教师提问，在面授之前

完成 1 次测验，以督促学生自主学习，检测自主学

习效果。在面授课堂中，结合测验内容和测验结果，

强化重难点，巩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将节省

出来的时间用于课堂研讨。课堂研讨中，融入课程

思政的元素以及动物营养学理论在动物生产实践

中的运用延伸，培养学生利用理论知识的能力。课

程思政教学也遵循混合式教学法，将课程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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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动物营养学随堂课程思政素材

动物营养学内容 课程思政目标 课程思政内容

绪论
动物营养学任务

和作用
1）4）

动物营养学的发展史本身就是揭示生物现象、利用知识为动物生产服务的过程；从动物营养

学的作用（改善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保护生态环境）出发培养动物生产者和从业人员所

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一章 营养物质来源 3）
动物主要以植物为食物，动物生产又为植物生产提供有机肥料。动物和植物的物质循环，是

人类生存的条件。过度放牧影响了植物生存，粪污过度排放又破坏了植物生存条件，科学发

展观，“三生融合”重要性。

第二章
动物的消化生理

及消化力
2）3） 针对动物的消化生理提供对应的饲料种类，可以更好地利用饲料资源，减少粪污排放；合理

的加工可以提高饲料的消化性，更好地利用资源，节约资源。

第三章 水的营养 3） 水是动物必需的营养物质，水的品质与动物的健康、动物福利休戚相关；理解“国务院关于实行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加强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管理，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第四章 蛋白质营养 2）4）
中国是一个蛋白质资源缺乏的国家（中美贸易战大豆之争），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我们需要艰

苦奋斗，履行节约，利用蛋白质平衡理论，创新饲料加工的新技术，提高蛋白质的利用效率，

同时需要开发新资源。

第七章 能量营养 2）4） 净能更能准确满足动物的营养需要，但是净能数据缺乏，净能测定困难且不准确，需要年轻

人不畏艰难，永攀科学和技术高峰。

第八章 矿物元素营养 3） 高铜(200 mg/kg)具有促生长作用，为了保护环境，规定饲料中的铜不能超过 24 mg/kg；高锌

防治腹泻，国家限制剂量和时间；同时国家还指定了强制性的有毒有害矿物元素含量上限。

第十章 饲料添加剂 1）
抗生素可以促进动物生长，使用成本低。中国政府在养殖水平层次不齐的国情下，果断停止

了饲料中抗生素的使用，体现一个大国的责任担当；美国还可以在养殖生产中使用激素（肾

上腺素），中国为了食品安全，禁止在养殖动物中使用激素。

第十二章
动物营养学的研

究方法
4） 消化试验、代谢试验是传统的方法；同位素示踪等现代科学在动物实验中，能有效揭示物质

代谢规律，但存在一些技术方面问题，需要技术创新。

第十三章
营养需要与饲养

标准
2）5）

标准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又具有条件性和局限性；我们既要尊重科学，又要实事求是对“标

准”中的营养定额酌情进行调整，避免其“局限性”。同时动物生产一定要结合当地的资源，做

到“标准”与效益的统一性。

第十五章 营养与环境 3）4）
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影响动物的健康和生产性能；动物的排泄物造成了不同的环境污染，我们

不能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来换取动物生产性能的改善，把畜牧业改变成“绿色产业”，保住

我们的绿水青山。

第十七章
生长肥育的营养

需要
4） 我国是养猪第一大国，创新生长肥育动物的营养需求供给方式，精准饲养，节约成本，减少排

放，提供合格肉食品。在育种和饲养技术方面也需要发挥科学优势，技术攻关，长期坚持。

第十九章 泌乳的营养需要 1）5） 中国人均乳制品产量和消费量低，牛奶营养全面；需要提高人们的科学消费观念，增加牛奶

产量，降低牛奶的生产成本。

第二十章 产蛋的营养需要 4）5） 中国是第一大蛋鸡大国，鸡蛋中维生素、微量元素、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与饲料中含

量相关，创新性饲料中营养物质含量设计，生产满足人民个性化需求的功能性鸡蛋。

第五章 碳水化合物营养 2）4）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碳水化合物中淀粉资源紧张、是人的主要能量来源，但是秸秆等粗纤

维量大，需要科技创新，通过合理的加工处理，提高利用率，“过腹还田”。

第六章 脂类的营养 1）5） 脂肪的氧化酸败影响动物健康和人的健康，动物体内沉积的脂肪酸种类，与饲料中脂肪酸的种

类有关，调控动物体内脂肪沉积的数量和脂肪酸的种类，为人民的健康和个性化需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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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和思考题放入雨课堂中，要求学生课前进

行自主学习，在面授中主要围绕问题进行研讨。例

如，在第四章蛋白质营养中，先上传蛋白质营养的

课件（PPT）到雨课堂资源库，要求学生围绕思考题

（蛋白质的生理功能；单胃动物与反刍动物消化、吸

收蛋白质、氨基酸的特点；影响单胃动物与反刍动

物蛋白质利用效率的因素）自学；课堂授课时先检

验自学的效果，如果学生已经掌握比较简单的“蛋

白质生理功能，单胃动物对蛋白质的消化方面的知

识”就把这部分时间节约，重点讲述反刍动物对蛋

白质的消化，以及提高蛋白质利用方面的理论知

识。把节约的时间延伸到生产应用，通过启发式的

讨论“利用氨基酸平衡理论提高动物对氮的利用

率、提高养殖效率，减少氮的排放，降低氮对环境的

污染”，加强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巧妙融入“生态意

识”等课程思政元素。这种把理论知识和课程思政

内容的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的教学方法，更有利

于学生把理论学扎实。

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思政教学从深度上分为

2 个部分：随堂研讨和专题研讨。在每一讲中都有随

堂研讨的课程思政元素，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在课

前雨课堂自主学习基础上，面授时将课程思政元素融

入专业学习中，时间一般为 5耀15 min。由于时间紧，

讨论难以深入，这个缺憾通过专题研讨来弥补。

4.3 混合式教学方法：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

统一

教师严谨的科学精神，一丝不苟的教学作风，

创新性课堂教学、理论结合实践的讲授，对学生进

行严格考核等教学方法和手段本身就是课程思政

的隐性渗透素材，达到传道授业、立德树人的课程

思政目的。在思政课程教学中既要有惊涛拍岸的声

势，正面讲述动物营养关乎食品安全、人民幸福生

活、资源合理使用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要

有润物无声的效果，在整个教学过程潜性植入一种

理念。例如，在本课程第一次讲述“营养”的概念时，

强调营养是生物界相互依存的共同现象、生物与环

境相互联系的纽带，必须保证营养素在自然界的平

衡和顺利流动，才能保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三生融合”、知农安农的观念始终隐性贯彻在动物

营养学的过程中，达到思政教学的目的。

4.4 强调说到做到，知行合一

本课程的思政教学特别强调“知行合一”，不仅

要让学生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要让学生真正行动起

来。因此，无论是随堂研讨，还是专题研讨，都要求

学生联系自身，思考“我（们）”是怎么做的、或者打

算怎么做。灵活利用微助教的答题功能，结合各讲

的课程思政元素，提出自我反思问题，让学生将自

我反思写下来，发送到微助教答题区。例如，在添加

剂营养这一章，抗生素可以促进动物生长，提高生

产效率，但是可能造成食品安全性问题，需要牺牲

养殖者个人的利益，保证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社

会效益，就需要我们具有大局观，并结合北大钱理

群教授对“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批判，引导学生思考

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要求学生分别列举出

3 条能够体现个人主义精神的行为和精致利己主义

表现，作为自我提醒与警示。

5 动物营养学课程思政教学考核

为了落实好课程思政的效果和考察学生对动

物营养学知识掌握的情况，将采取平时成绩结合期

末考试成绩的方式来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具

体表现为：

1）课程思政专题研讨，占平时成绩 15%。

2）微助教小测试和论坛发帖考核占平时成绩

25%，其中与课程思政相关内容约占 1/5。
3）每次课堂教学布置 1 个与课程思政内容相

关的反思自我题，该部分考核占平时成绩 10%。

4）期末闭卷考试占 50%。

6 结 语

在专业核心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对于培

养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培养学生永攀高峰、吃苦

耐劳的新时代精神将起到很好的作用，对于动物营

养与饲料方面人才的挖掘与培养有根本性的突破。

在思政教学中有意识地督促学生进行自我反思，思

考“我（们）”应该如何行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强

化育人意识、找准育人角度并提升育人能力[5]。所以

课程思政教学，不只是学生得到了教育，教师在专

业教学和个人思想上也有许多收获。课程思政教学

不能脱离现实，应该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现实生活中

的各种问题，积极思考、探索好的解决方法。让我们

一起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做有良心、有责任心、适

应时代要求的教师！

行业论坛4· ·

                    
                                             
                          



养殖与饲料 2021 年第 06 期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37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2020-06-06）.http://www.gov.cn/
zhengce/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3] 李松林，陈乃松，黄旭雄，等.水产养殖专业核心课程开展课程思

政教育的探索与实践[J].教育教学论坛，2020（36）：72-74.
[4] 傅雅琴，钱晨，董余兵，等援基于工程教育理念的课程思政建设探

索与实践 [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6（2）：
236-242.

[5] 尹霞，杨安安，李侃侃.理学专业课进行课程思政探素的有效策

略[J].黑龙江教育，2021（3）：83-85.

【责任编辑：刘少雷】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水产饲料学
实习远程教学初探

谭青松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水产养殖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武汉 430070

摘要 为应对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管理，开展网络课程授课以减少聚集已有一段时间，但对实践实习等课程，

其开展方式和效果评价尚鲜有报道。水产饲料学实习是水产养殖专业本科生的重要实习内容之一，本文对水产饲料

学实习的创新形式进行了介绍，并对实习效果进行了初步评价。结果表明，远程在线实习结合虚拟仿真系统可在一定

程度上替代我们传统在饲料企业开展的水产饲料学实习，但仍存在不足，不能完全展示真实场景。同时，本文述评了

实习的注意事项和应改进的部分，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实习方式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虚拟仿真；在线教学；实习方式；远程直播；教学改革

收稿日期：2021-04-22
谭青松，男，1971 年生，博士，副教授。

2020 年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危

及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也给全球经济、教育

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带来了严重危害[1]。自 2020 年春

季学期开始，国内各级教育教学主管部门为尽量避

免学生的学业被耽误，倡导老师们尝试了各种基于

网络的教学方式，包括慕课、通过各类直播平台进

行的网络直播授课等。这些教学方式的创新，基本保

证了城镇地区各个学校的教学工作。华中农业大学从

2 月下旬开学计划伊始就倡导老师们开展各种教学

创新，保证学生“离校不离学，停课不停学”。

高校大学生的学习除了理论课程外，还包括试

验、实践和实习等[2]。对水产养殖专业的学生来说，

实习是其大学学习阶段的重要环节之一。水产饲料

学实习是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养殖专业本科生教学

实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执行之初，在国内水

产养殖本科专业中属首创。该实习在华中农业大学

已坚持了 5 年，正常实习时间安排在每年暑假开学

前 2 周。实习期间，同学们分组进入各个水产饲料

厂，进行饲料工艺设备、饲料生产、仓库管理、品质

控制及水产饲料投喂等环节的实际操作学习。实习

由校内专业指导老师及企业培训老师共同指导，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结合企业的特色开展各

种特色培训和活动，深受同学们的喜爱。水产饲料

学实习为学生了解水产饲料行业、掌握水产饲料

相关的专业知识提供了重要途径和保障，也为稳

定学生专业思想、培养学生水产情怀起到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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