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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中职数字化课程学习系统建设探索 
——以家畜解剖生理一体化实训室建设为例 

◆陈卓宇 

（广东省肇庆市农业学校  广东肇庆  526070） 

 
摘要：2014 年起广东省实施中等职业教育教学信息化建设试点项目，旨

在提高信息技术在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的应用水平，将“三通两平台”

建设的成果真正落到教学实处，让信息化成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质

量的有力抓手。本文以“家畜解剖生理一体化实训室数字化课程学习系

统”为例，在国家中职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期间探索了一条适合中职

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数字化课程学习系统的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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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畜解剖生理》课程现状分析 
由于《家畜解剖生理》课程的特殊性，教学需要的材料复杂

繁多，重复利用率低，实训材料耗费大。据了解，目前，大多数
同类职业院校在《家畜解剖生理》课程的实训教学中，还停留在
简单的挂图教学、标本教学形式，一些学校为了节省教学成本，

多也只是以一个实物对一个班进行所谓的示范教学，或“一对
多”的拖累教学形式，实则是少数学生参与的教学，严重挫伤了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质量低下[1]。再次，职业学校招生规模
日益扩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师资投入和实训设备台/套数明
显不足，常常导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分离，学生无法自主学习，
影响培养质量。 

彻底解决课程教学中的实训材料数量不足、教学成本高、实
时误差教学、重复利用率低、学生无法自主学习和少数参与教学
过程等问题，是当前《家畜解剖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一是需要解决实训教学过程的重复性，减少资源成本，提高利用
率，二是需要解决学生全员参与教学过程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
[2]。 

二、家畜解剖生理一体化实训室数字化课程学习系统建设的
意义 

《家畜解剖生理》是畜牧兽医专业必修的重要专业基础课。
本课程与动物营养与饲料、动物微生物、兽医基础、牛羊生产、
猪生产、兽医临床诊断、动物疾病防治等课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加强对《家畜解剖生理》课程的实训教学是学习本门课程的重要
途径，建设家畜解剖生理一体化实训室数字化课程学习系统，实
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从空间、系统、信息上有机地融为一体，
完整完成理论、实践学习[3]。此外，系统中的网络直播功能，可
以有效解决“一对多”形式教学。 

三、数字化课程学习系统建设目标及内容 
在现有家畜解剖实训室原有设备基础上，围绕学校畜牧兽医

专业的“校企合作、产教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共同研
究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情境化课程体系，按实际工作任务
建设《家畜解剖生理》核心学习领域，建设家畜解剖生理一体化
实训室数字化课程学习系统室 1 间，为教学模式的改革和专业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家畜解剖生理一体化实训室能同时容纳两位指导老师及 40
个学生进行工学一体化上课。实训室功能区分为：（1）数字化学
习区及虚拟训练区：教师利用学习平台讲解理论知识；学生利用
学习平台完成专业理论学习及知识拓展；学生利用仿真教学实训
软件模拟猪解剖技能操作。（2）猪解剖技能实践区：教师进行猪
解剖技能指导及直播讲解；学生分组进行猪解剖操作；学生个人
或小组操作时录像；教师对学生个人或小组操作进行考核等。（3）
显微镜观察区：学生在此区利用显微镜进行组织切片观察，可以
实现猪实体解剖与微结构的实时对照。 

家畜解剖生理一体化实训室数字化课程学习系统依据职业

教育一体化实训室的建设要求设计，以高清视频录播系统、在线
学习平台、教学资源云存储系统、虚拟仿真软件为主要组成，构
建一体化实训室数字化课程学习系统。 

学生通过在该学习环境自主学习，能真正做到“做中学、学
中做，边做边学”，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从空间、系统、信息
上有机地融为一体，完整完成专业理论、实践操作、知识拓展、
师生网络互动、作业提交等全过程的学习任务。通过该学习系统，
能够真正实现以学生个体为本，充分照顾到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
和学习习惯，保证每个学生完成课程学习任务，落实学习效果[4]。 

四、数字化课程学习系统成果及推广应用 
实施中等职业教育教学信息化试点项目建设是广东省创建

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的重要工作，经过近年来的实施，
广东省实施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教学信息化试点建设项目成效
显著：一是将“三通两平台”（“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
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
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有效落实到中职技能教学和学生自主学
习上。二是结合中职教育的特点，有效改革了实训教学模式。借
助信息化手段，将实训教学中师傅对徒弟手把手一对一的教学方
式变成了在屏幕上教师一对多的直观教学模式。三是有效实现了
数字化教学资源与实际教学活动的紧密结合。将积累在学校资源
库及省市信息平台资源网中的教学资源有效激活运用到具体的
教学活动中。四是有效提高了专业技能教学的质量。借助学习平
台每位学生根据自己的进度和疑难问题可以在课内外自主学习
并提交作业，保证了每一位学生完成学习任务，为学生的差异化
学习、自主学习、拓展学习提供平台与途径。五是借助信息化手
段，实现数字化教学资源集约利用、校内共享、区域共享、全省
共享。 

这一做法及推广为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内涵发展、提升质量
做出了很好的实践探索。该系统经过试用，可推广到本校宠物养
护与经营专业、全国同类院校专业、村干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等，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因此，本项目不仅能满足我校畜
牧兽医专业的发展要求，而且能更好地为畜牧兽医行业服务，具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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