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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一体化教学在动物传染病课程中的应用
徐婷婷　吴　双　刘运镇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动物医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在分析《动物传染病》课程教学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将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融入整个教学过程，结合《动物传染病》

课程的知识、能力与素质的要求，将课程学习内容整合成学习项目，通过建设理实一体化教学资源、精心设计各项目内容和具

体实施办法后开展教学，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动物医学类专业学生中实施三个学期理实一体化教学后得出，理实一体化

教学模式能提高高职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以任务为导向、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转变，课

堂效率明显提高，并且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好（三年制高职）的班级实施效果好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差（五年制高职）的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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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动物传染病疾病谱随之发生

了巨大变化，《动物传染病》作为动物医学类专业一门必修的

专业课，教学难度也越来越高，对教师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许多授课教师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以往由

于条件限制，大部分教师习惯遵照已有经验进行教学，也就是

以课本为主，进行理论教学。

近年来，部分高职院校，尤其是国家示范（骨干）性高

职院校教学条件大大改善，多数学校也根据岗位需求对教学

内容做了有针对性的整合、调整，并辅以现代信息技术，运

用模型、标本等形式实现了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只是这些形

式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来说依旧具有一定的限制。而理实一

体化的方式能够有效解决教育中的难题。理实一体化在理论

与实践之间构建起了桥梁，使得学生能够在实践中结合理论

提升自我能力，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深入了解《动物

传染病》世界。

一、《动物传染病》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动物传染病》的学习需要学生具有良好的基础，

对动物体构有一定的认识与了解。不少同学对一些前期课程

没有打好基础，这就使得在学习新课程的时候学生们一时之

间难以结合已有知识理解新内容，导致本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大打折扣；其次，本门课程知识点多，各种传染病间易混淆，

这就需要学生去理解记忆，构建知识体系；最后，《动物传

染病》课程需要紧密结合实践，如病毒变异和新病毒的出现，

导致传染病随时会发生变化，这就需要老师及时更新知识、

更新教材。

二、《动物传染病》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设计思路

《动物传染病》课程在遵循职业教育的“以能力为本位，

以岗位为目标”和高职动物医学类专业职业技术课的“够用、

适用、实用”的原则基础上，立足于岗位实际能力的培养，

将课程分成 7 个项目开展教学，建立以任务为导向的教学结

构体系，以实现教育目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每个工作任务

约 2 课时完成，方便教学组织。学生通过完成具体工作任务

来学习职业岗位所需动物传染病相关知识和技能，发展职业

能力。

通过与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共同研讨，了解职业岗位所需动

物传染病技能与理论，并结合动物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对学生提

出的专业需求，构建有目标的教学体系，使教学内容紧密结合

生产实际，突出重点，以培养“应用型、技能型、创业型”人

才为目标，实现理实一体化教育模式的落实。

三、《动物传染病》课程内容设计

根据专业及《动物传染病》课程教学目标，将《动物传染

病》课程内容进行重新优化组合，分解成若干任务，删除部分

与生产实际关系不大的内容，以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组织实施。

《动物传染病》课程共开设 60 学时，根据实际教学需要将学

习内容分为 7 个项目，30 工作任务具体实施，具体工作任务

教学实施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学时适当进行增减。为了便于进

行教学管理和学生学习，每项工作任务安排在2个学时内完成。

具体工作任务内容分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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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传染病》课程工作任务分配表

序号 项目 典型工作任务 参考学时

1
动物传染病发生和流行

规律认知

项目 1-1 动物传染病的发生、特征和分类认知 2

项目 1-2 动物传染病的流行过程及流行病学调查和分析 2

2
动物传染病的综合防控

技术

项目 2-1 动物传染病的综合防控措施 2

项目 2-2 动物传染病的消毒技术 2

项目 2-3 兽医生物制品的使用和预防接种技术 2

项目 2-4 动物传染病病料的采取、包装和运送技术 2

3
多种动物共患病的防控

技术

项目 3-1 口蹄疫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3-2 流行性乙脑、狂犬病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3-3 炭疽、结核病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3-4 布鲁氏杆菌病的检疫技术 2

项目 3-5 巴氏杆菌病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3-6 大肠杆菌病、沙门氏菌病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3-7 痘病的防控技术、单元考核评价 2

4 猪传染病的防控技术

项目 4-1 猪瘟的 ELISA 诊断技术 2

项目 4-2 非洲猪瘟、猪丹毒、猪链球菌病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4-3 猪气喘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副猪嗜血杆菌病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4-4 猪痢疾、猪传染性胃肠炎、猪流行性腹泻、猪梭菌性肠炎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4-5 猪细小病毒病、蓝耳病、猪圆环病毒病、猪伪狂犬病的防控技术 2

5 禽传染病的防控技术

项目 5-1 新城疫、禽流感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5-2 禽白血病、鸡马立克氏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5-3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毒支原体感染、禽曲霉菌病

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5-4 鸭瘟、鸭病毒性肝炎、鸭传染性浆膜炎、小鹅瘟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5-5 鸡白痢的检疫技术 2

项目 5-6 新城疫免疫抗体检测—HA 试验 2

项目 5-7 新城疫免疫抗体检测—HI 试验 2

6 牛羊传染病的防控技术
项目 6-1 牛病毒性腹泻、牛流行热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6-2 小反刍兽疫、羊梭菌性疾病的防控技术 2

7
其他动物传染病的防控

技术

项目 7-1 兔出血症、犬传染性肝炎的防控技术 2

项目 7-2 犬瘟热、犬细小病毒病的防控技术 2

四、《动物传染病》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具体实施

（一）理实一体化教学资源的建设

课程组成员与企业工作人员通过多次研讨，结合自己多年

的教学改革经验，共同制订了《动物传染病》理实一体化教学

目标、标准，并共同制作了模型、标本、视频、动画等教学资源，

为理实一体化教学改革模式的实施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教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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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包括丰富的电子课件、数字化教案，也有相关教学计划、教

学标准等等，其中包括传染病原色图片655张；教学视频128个、

动画 11 个、中文课程网站 1 个；动物传染病实训室 3 个。

（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

采取多媒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任务导向教学法。以消毒

技术为例（如图 1 所示）。

图 1　教学过程设计流程图

课前：组织学生走访动物医院、养殖场等，调查其消毒实

施情况，利用课程平台推送视频，发布学习任务，让同学们提

前预习，掌握相应知识点。

课中：首先分组汇报调研情况并点评，根据调研结果确定

本次课程重点任务：如何配制消毒液及进行养殖场消毒；总结

各组调研情况，课程导入兰州布病事件，说明消毒工作在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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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中的重要意义；接着解决第一个问题如何进行消毒液的

配制，播放消毒液配制视频，再以 0.1% 新洁尔灭消毒液为代

表示范操作消毒液配制整个过程并归纳不同类别消毒液如何配

制及配制消毒液的注意事项，接着让学生进行实操，老师考核

并总结点评。继续解决第二个问题养殖场如何消毒？播放鸡场

消毒视频，并检查学生观看情况；讲授并归纳动物圈舍、地面

土壤、运载工具、污染用具、粪便、污水等不同消毒对象的消

毒实施过程及注意事项；组织学生将实训室当作养殖场，实施

消毒，检查指导学生实践操作情况并评定成绩，指出消毒实施

过程中学生的不当之处，示范指导正确的消毒实施方法和过

程。接着组织学生网络查询资料，结合课前调研和课堂实训，

推送某养殖场的消毒计划方案，检查指导制订养殖场消毒计划

并评定成绩，来帮助学生解决第三个问题如何制定养殖场消毒

计划？最后总结本次课程内容，回答学生的疑问。

课后：组织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巩固已学知识，做到学以

致用。通过从老师讲解到学生自己动手实操，从模拟真实场景

消毒到课后实践，构建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

践中应用技能，提升自身实操能力。这样使学生能够从不同途

径学习教学内容，理论实践相结合，学习方法多样，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也逐步提高。

五、《动物传染病》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实践效果

（一）理实一体化教学效果分析

在理实一体化背景下，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能

力在实践场景中锻炼自己，让自己能够在专业方向上获取满足

感和自豪感，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

时学生也能把《动物传染病》课程知识作为临床诊断的工具，

解决一些与生产实际相关的问题，为将来的就业奠定坚实的基

础。只是，在教育中也发现了学生身上的不足之处，像是合作

分工能力和主动学习能力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较差，在完

成工作任务时有乘机偷懒的思想，导致部分学习内容学得不够

扎实。

（二）理实一体化教学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理实一体化教学工作的开展中，自主学习能力较好的班

级实施效果更好，也就是三年制高职的班级实施效果好于五年

制高职的班级。理实一体化教学的教育重点在于两点，一是合

作能力，考验学生之间彼此交流沟通合作的能力，二是自主学

习能力，考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两方面的培养是数实一体

化的教育理念的要求，是当今教育的主流趋势。五年制高职学

生两方面能力相对比来自高中的三年制学生差，教师安排小组

工作任务后，五年制学生往往仅仅是由优秀组员去完成任务，

导致没有学到相应知识和技能的学生比三年制高职学生多，从

而导致教学效果不如三年制高职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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