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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禽生产学是动物科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也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学科。笔者通过分析信阳农林学

院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课程的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实践教学、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剖

析、改革、探索，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从而为社会培养适应现代家禽生产需求的实用型、专业型、

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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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生产学是信阳农林学院动物科学专业的专业核

心课程，也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学科。家禽生产学主

要讲述了家禽的生物学特性、良种繁育、人工孵化、蛋鸡

生产、肉鸡生产、家禽生产场的经营管理和卫生防疫等[1]。

目前，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畜禽养殖的现代化程度也越

来越高，对人才的需求也更趋向于创新型的专技人才。而

现今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实践教学、考核

方式等，无法满足现代家禽生产对人才的基本需求[2]。所

以，怎样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是促进现

代农业院校“家禽生产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动力。 

1  家禽生产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教学内容陈旧，不能满足现代生产的需求 

家禽生产学在教学过程中侧重于理论知识的系统性，

而忽视了其与生产实践的关联性或者忽略了这些知识在

学生实习或工作中的实用性。实际问题，实际分析，学生

脱离了生产实践，对于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仅仅局限

在老师所讲授的范围内，可能对出现的问题束手无策，要

不就是不能灵活结合现实问题，提供合理有效的解决方

案。同时由于课堂理论教学授课学时有限，也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学生的知识获得。 
1.2  教学方法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传统的教学方式和目前使用较多的多媒体教学，大多

是老师讲，学生听，很难真正地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同时

由于现代化设备——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强

大，学生在课堂上不听课，埋头玩手机的现象比比皆是[3]。 
1.3  实验内容单一，实验方法应用性不强 

家禽生产学课程开设的实验涉及内容有家禽外貌部

位识别与体尺测量、鸡蛋品质测定、成年家禽内脏器官观

察和屠宰测定、孵化器的构造与工作原理、雏鸡处理等实

验。这些实验基本都是在教师讲解完实验操作要领后，学

生按实验步骤操作，然后整理实验结果，完成实验报告[4]。

这样的实验教学方法单一，老师讲授学生验证，很难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学生的创新能力［5］。 
1.4  课程考核方式不完善 

家禽生产学的课程考核方式以往主要以学生的平时

成绩、实验成绩和期末考试三个方面来衡量。期末考试以

规范的考题和标准化的答案来评定学生成绩。这种考核方

式完全取决于学生的考前突击，对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

力的培养无分毫作用[6]。 

2  家禽生产学的教学改革措施 

2.1  以应用为主体，优化教学内容 

家禽生产学的教学按照应用型本科人才对知识的要

求，应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充分体现应用型本科教育

的特色。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以“安全—生产—环保”为主

线优化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筛选和安排，精准学习

有实际意义的章节，避免造成内容多而不精，学而不用等

问题的出现。例如，将蛋鸡不同生理阶段的饲养管理作为

学习重点，着重讲述蛋鸡产蛋前生理特征和产蛋前的准备

工作，产蛋高峰期的饲喂技术和产蛋高峰维持的措施，产

蛋后期防止产蛋量下降进行限制饲喂等。而对于家禽场的

场址选择以及家禽品种的繁育等内容时，通过学生前期所

学相关课程，进行简要介绍。总而言之，随着科学技术的

迅速发展，相关岗位对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也相应提高，教

学内容也与时俱进，例如，授课过程中增加对现代家禽生

产先进设备、生态养殖方式、粪污的有机处理方式等内容

的介绍。 
2.2  改革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 

传统教学模式就是“讲—听—记—考”，其特点是教

师讲，学生被动机械地接受。而家禽生产学实践性较强，

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兴趣，本校在教学过

程中进行课堂教学改革，让原有的老师角色进行调整，增

强学生课堂教学的主体位置，增加学生讲授、讨论以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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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等环节。 

在教学过程中家禽生产学课程组要灵活地采用各种

教学方法，例如，课堂讲授、案例教学、现场教学、视频

展示、专题讨论等，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

教学中，为了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饲养管理环节中给学

生以现场拍摄的图片、录制的视频，具体厂家的管理案例

等方式呈现教学内容。 
2.3  采用多种渠道，加强学生实践能力 

实验、实训、实习是理论与实际生产联系的关键环节，

是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必要渠道，同时能培养和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和训练学生规范生产意

识、环保意识以及创新意识。家禽生产学课程组在增加学

生实践能力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其一，在实验教学方面，家禽生产学课程组也充分利

用学校资源，增强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一方面使用动物

虚拟仿真实验室营造产学结合的教学情境，例如，让学生

在肉鸡生产中亲自操作控制饲养人员进行加料、添水，控

制温度、湿度、光照、通风等，让学生如身临其境的同时

明显提高学习效果。另一方面使用院部的动物养殖协会资

源，增加学生实践动手操作能力，例如，多次组织学生进

行断喙、人工采精授精、鸡只屠宰等技能比赛。 

其二，充分利用本课程的实训周，使学生的理论知识与

生产实践应用全面融合，促使其综合能力不断提升。本课程

实训周包括家禽养殖场的选址设计、孵化操作技术、养殖场

的生产经营管理、养殖场的消毒、家禽免疫接种技术及断喙、

家禽采血和血清分离以及疫病诊断技术等，家禽生产中所涉

及的较多方面实践内容。学生通过为期一周的训练，可以将

所学课本知识与现代生产技术有机结合起来。 

其三，利用教学实习和毕业实习，安排学生参与到养

禽业生产一线。学院和十家畜禽方面的权威企业有机结

合，开办“红专书院”，鼓励学生直接到这些生产企业去

实践操作。另外定期聘请这些企业的养禽业专家、技术人

员来校做讲座，让同学们了解生产中新知识、新技术。最

后，为了增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鼓励学生申请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和参与到老师的科研项目中来。 
2.4  改革考核方式，全面评价学生 

课程考核是评价学生理论知识、具有的能力及教师教

学质量的重要途径[7]。家禽生产学课程对学生成绩评定如

下: 期末总成绩由平时成绩(15%)，作业成绩(15%)，实验

成绩(20%)，期末成绩(50%)构成。平时成绩主要根据学生

出勤情况、课堂表现及课堂讨论；作业成绩根据学生对章

节要点总结或知识框架图的绘画来判定（每个学生至少需

要提交 3 个章节以上的）；实验成绩主要由实验考勤，实

验表现与实验操作，实验实习报告三方面来综合评定成

绩；期末成绩由理论和技能知识的闭卷考试评定。同时平

时成绩，作业成绩结合雨课堂信息技术，对学生线上学习

时长、登录次数、问答互助等记录，进行科学有效的成绩

认定。而家禽生产实训周，结合实训考勤、实训表现（实

训操作）、实训日志、实训总结、技能测试等进行综合考

评，作为实习实训总成绩。相对于以前的单一以期末考试

为主的考核方式，这种考核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管理、实

践考核和能力考核，使考核成绩能更全面评定学生知识、

能力和素质。 

3  结语 

家禽生产学的课程实践性强、应用性强，为了取得良

好的教学效果，本校家禽生产学课程组通过对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考核体系的改革，在增加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前

提下，促进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有机融合，为现

代家禽业生产培养出实用型、专业型、创新型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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