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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猪养殖量占到了世界的50%以上，猪肉消费约占所有
肉类消费量的60%以上，养猪生产关系国计民生，在当前饲料禁
抗、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影响下，尤其是在非洲猪瘟和新冠疫
情的背景下，猪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给养猪业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这对培养养猪专业技术人才的动物
科学专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抓好课程建设这一“主战
场”。《猪生产学》是“动物科学”专业的必修课和核心课，在当
前“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新农科以及一流专业建设的背景下，
该课程的建设对于培养新时代创新性、复合型、应用型知农爱农
新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现行的《猪生产学》课程中知识的人文性、时代性、前
沿性和学生的创新能力、价值塑造不够，缺乏专业知识和思政内
容的有效融合，以至于学生对专业认知不足、专业自信缺乏，不
利于新农科人才的培养。因此，作者所在教学团队以养猪的“四
个自信”（即：道路、技术、制度保障和文化）为抓手，本着提升
课程“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建设原
则，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学生为中心、产出导向，进行混合式
金课建设的创新改革，对于当前新农科背景下“动物科学”专业
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金课建设对于本科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提高至关重要。
结合我校当前“动物科学”专业建设、学生特点和人才培养实际，
开展线上线下的《猪生产学》混合式“金课”建设，重点从教学
目标的高阶性、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创新性以及评价体系的挑
战度，打造新理念、新内容、新模式、新评价的“四新”《猪生产
学》混合式“金课”。

1　更新教学理念、重构课程内容，实现培养目标由“低
阶性”向“高阶性”转变

对养猪大爱认知不足和养猪业信心的缺乏，严重制约了
《猪生产学》课程教学和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猪生产学》课程
建设以“猪粮安天下”的大爱为主线，围绕学生坚定“四个自信”，
即：养猪的道路自信、技术自信、制度保障自信和文化自信，围
绕养猪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和法制意识等内容与养
猪的先进知识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建立以“大爱、自信、博学、创
新”的课程教学理念，尤其是适于当前我校民汉混班教学情况下
的《猪生产学》教学，以期达到课程教学的“高阶性”。

基于新的教学理念，深入梳理专业课教学内容，重点从知
识的人文性、时代性、前沿性进行了课程内容重构，包括中国
特色养猪道路、中国独特的养猪技术体系、中国养猪制度保
障、中国千年养猪文化等4 个模块。同时，课程内容增加了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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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生产的生态文明、生物安全、文化传承等内容，引导学生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的现代养
猪生产意识和信念，培养学生的“大国三农”、“强农兴农”
的家国情怀与己任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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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时
代知农爱农的动物科学创新人才。《猪生产学》课程教学理念
更新与课程内容重构见图1，课程重构具体内容见表1。

图1     基于“四个自信”的教学理念更新与课程内容重构路线图

表1     基于“四个自信”的课程内容重构信息表

2　基于课程内容重构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促
进课程活动“创新性”

序号 模块 重构前的知识单元 对重构后的知识单元

1
中国特色
养猪道路

绪论、猪的生物学特
性、猪的品种

中国养猪道路、猪的
种质资源

2
中国独特
的养猪技
术体系

猪的育种、猪的营养
与饲料、种猪生产、
幼猪培育、生长育肥

猪的饲养管理

猪种质资源利用与创
制、猪的饲料资源与
精准营养、猪的精准

饲养管理

3
中国养猪
制度保障

猪场建设、猪场经营
管理、种猪生产、幼
猪培育、生长育肥猪

的饲养管理

养猪生产的政策法规
、猪场建设与生产管

理

4
中国千年
养猪文化

绪论、种猪生产、幼
猪培育、生长育肥猪

的饲养管理

猪的现代文化传承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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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教学理念的更新和教学内容的重构，在教学中深度
挖掘提炼专业知识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拓展课程的广
度、深度和温度，增加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提升引领性、
时代性和开放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本课程建立了基于石河
子大学网络在线平台和雨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图 2 ）改革，切实提高了课程教学的互动性和创新性，提高
教学质量。

图2     基于“线上线下”的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

在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模式中安排猪的种质资源、猪种质资源
利用与创制、猪的饲料资源与精准营养、养猪生产的政策法规
以及猪场建设与生产管理的理论教学开展全混合教学，其余理论
和实验内容开展半混合教学。半混合教学内容主要通过线上完成
事实性、概念性以及已有一定基础且容易掌握知识的线上学习和
测试；线下课堂教学集中进行课题探讨和答疑解惑，真正实现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全面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在学习目
标达成中，重在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创新精神、解决养猪生
产中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3 　强化过程性考核评价，实现考核的“挑战度”
课程测评考核能衡量学生是否达到学习目标，教师是否达成

教学目标。对教学设计的知识、能力、素养目标分别设计相应
的考核要求及题目，明确评分规则、标准，并提供多次机会让
学生取得好成绩，达到满意的学习目标。注重和加强过程性考
核，把过程性考核比例由原来的30%提高到50%，并实施非标准
化考核模式。过程性考核在掌握基本的知识内容前提下，突出
课程的时代性、前沿性、开放性，以小组项目、辩论、汇报
展示等形式进行，实现考核的“挑战度”。

4　课程资源建设
为了完成上述金课建设的“两性一度”和学生培养目标，

充分利用当前的MOOC 等优质在线课程资源，根据本校教学实际
配套建设完善的本地化专属SPOC 课程资源，包括视频的录制、
网络课件、习题库和案例库的建设、讨论区等，其中网络教学
平台主要进行在线教学视频的录制、在线测试习题、案例库、

讨论区、课外延伸阅读区等，雨课堂按照课堂教学单元进行课
堂教学资源库、课堂练习题库、课后作业题库、课堂反馈和课
程讨论区。

5　教学改革实践
5.1解决的关键问题
以“猪粮安天下”的大爱为主线，围绕学生坚定“四个

自信”，建立了以“大爱、自信、博学、创新”的课程教
学理念，充分结合养猪的先进技术和科学前沿进行模块化内容重
构，实现课程教学的“高阶性”，达到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培
养的教学目标。在理念更新、教学重构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端
PC网络在线平台和手机端雨课堂APP等信息化平台进行课堂教学
创新，增加了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提升引领性、时代性
和开放性。基于小组项目、生产问题解决方案制定、辩论、汇
报展示等形式的非标准化考核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建立，增加了考
核的“挑战度”，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5.2教学实践效果评价
按照上述课程改革，在我校动物科学2017 级、2018 级的3

个班级进行实施，课前大多数学生养成了自主学习的习惯，自主
学习能力显著提升，课堂中以学生为主的课堂互动、展示汇报交
流等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同学们充分参与
过程性成绩的考核，课堂互动学生的参与度由不足50%提高到了
75%以上，随堂测试的正确率由72%提升到了90%以上，尤其是对
问题的总体分析解决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通过对已改革内容
的实施，同学们反应效果很好，满意度达95%以上，尤其是课堂
氛围和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1]白晰,闻爱友,王淑娟,等.《猪生产学》“金课”教学改革探

讨[J].安徽农学通报,2020,26(10):146-147.
[2]聂存喜,张文举,孙国君,等.虚拟仿真教学在《猪生产学》

教学中的应用探讨[J].当代教学实践与教育研究,2019,03(下):
15-16.

[3]宋世俊,冉茂瑜,罗燕.我国混合式教学的研究热点与发展
趋势分析[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8(16):229-234.

[4]余江涛,王文起,徐晏清.专业教师实践“课程思政”的逻
辑及其要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1):64-66.

[5]褚瑰燕,蔡传江,孙世铎,等.MOOC对《猪生产学》教学改
革与创新研究中的作用[J].家畜生态学报,2017,38(3):94-96.

[6]朱金华,徐佳,马广强,等.坚定“四个自信”融施课程思政
——以《病原生物学》课程为例[J].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
22(3):109-112.

作者简介：
聂存喜，男，博士，从事畜牧生产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教育4期正文_124.pdf
	教育4期正文_12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