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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做一体化在中职畜禽生产课程中的应用 
韩燕丽 

（武邑职教中心） 

摘要：畜禽生产技术是我国中职学校的教育专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其它中职专业不同的是，相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畜禽生
产技术更注重实践活动的开展。对于这门专业，学生只是熟悉专业知识还不够，还要通过参与相关实践活动，积累经验，加深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但是，我国中职教育方针有着一定的失误，过于注重对理论知识的教授，忽略了实践活动的开展，这就造成学生虽
然熟悉理论单不善于操作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我国一直号召中职学校转变教育方针，实现教学做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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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职学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责任，近年来，我

国教育体制不断进行改革，国家对中职学校的教育职能也是越来越

重视。对于我国目前的畜禽生产技术专业来说，实践活动开展不足

的问题还很严重，不利于对相关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针对这一情

况，我国加强了对中职教育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应用。本文通

过指出中职畜禽生产课程中的问题，分析教学做一体化的内涵，进

而提出教学做一体化可应用于中职畜禽生产课程的哪些方面。 

一、中职院校传统畜禽生产课程教学的问题 
（一）课程教学的实践性不足 

目前，我国中职学校的教育方针还是以理论知识为主，实践活

动为次。但在实际的教学中，中职学校教师往往忽略了实践活动的

开展，只注重对理论知识的教授。畜禽生产技术是一门比较注重实

践活动的专业，中职学校教育方针的失误，导致其有效课时不足，

课程教学的实践性不足，而且教师对专业知识的培训经常受到教学

场地和教学设施的限制，直接影响了专业课程的教学水平和进度，

不利于将学生培养成精通相关专业技术的人才。 

（二）教学方法单一 

通过对中职畜禽生产专业的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可知，其不足主

要有两点。第一点，教师通过简单的牵牛式教学，生硬的给学生灌

输理论知识，教学方法过于传统，不知变通，灵活性不强，很难深

入学生内心，无法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特别是在解剖生理、繁殖

技术等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只是将知识点板书下来，连多媒体都很

少使用，很难在学生脑海里形成完整的知识框架，其教学质量如何

就显而易见了。第二点，教师对实践性课程活动的落实不足，认为

课外实践教学活动繁琐、复杂，很少进行实地观察、模具教学，敷

衍态度较多，阻碍了学生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三）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的结合不够完善 

畜禽生产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其对教学场地和教学设

施的要求很高。要想正常进行畜禽生产课程的教学，中职学校必须

要有齐全的教学设施和良好的教学场所。但我国中职学校的资金来

源不足，教育资源薄弱，基础设施和学生住宿情况都十分简陋，更

不用说教学场地和教学设施了。 

二、教学做一体化的内涵及作用 
教学做一体化，即利用先进的教育技术、教学方法和教学设施，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的开展。将理论知识的教育和实践活动的开展

进行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教学做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就是“以教育

学生为目标，教师为教育主体，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

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其成长为专业技术人才”。所以，这

种教学模式的落实需要师生的共同努力，在教中学、学中做、做中

学，使教、学、做三者协调统一，共同进步。 

目前，我国中职学校专业的实践性不断加强，理论性相对减弱，

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中职学校对人才培养的高要求。所

以，建立一个全新的以实践活动为主，理论知识为次的教学模式已

经成为了中职学校专业教育的焦点问题。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就

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教学模式在中职学校专业教育的有效

落实，可以实现以下的转变。教师的职责从知识的灌输向技能的教

授的转变；教学方法由牵牛式教学向行为引导教学的转变；学生由

被动接受知识向主动学习技能的转变；教学活动组织形式从固定教

室、集体学习向不固定场所、实习车间的转变。 

三、教学做一体化在中职畜禽生产课程中的应用 
核心专业课程包括畜禽营养与饲料、畜禽繁殖技术、畜禽疾病

防治技术、兽药与饲料营销、畜禽解剖生理、植物生产与环境、农

业经营与管理等。部分学校还开设有特种动物养殖、淡水养殖等选

修课程。 

畜禽生产技术专业其实是畜牧兽医和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合

并的专业，主要是为了培养面向养殖场、畜产品加工厂等领域的专

业技术人才。 

（一）在理论知识教授中的应用 

畜禽生产课程的理论知识教学是教师开展课堂教学必然会有

的教学任务，其是学生进行一系列学习的开始。教师应该注重对课

程理论知识的教学，为学生后续的实践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要想

促进理论知识的教学，就要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模式

不同的是，教学做一体化更加注重教学方法的实践意义。教师在进

行畜禽生产课程理论知识的讲解时，可以通过展示国内外的典型事

例、国内外畜牧行业的发展历程勾起学生的兴趣，进而提高后续的

理论知识学习效果。在学习过充足的理论知识以后，教师可以带学

生去学校的实验室或市内博物馆，让学生们对动物的标本、骨骼进

行更直观的研究。学生通过教师或博物馆解说员的讲解更深入的了

解动物的习性、性格、群体特征。为了进一步缩短学生与动物的距

离，教师可以带学生到动物园担任一日义工，使学生在义务劳动的

同时进一步了解学习的动物。 

（二）在实地教学活动中的应用 

畜禽生产技术专业中不乏需要开展实地教学活动的课程，诸如

畜禽解剖生理、畜禽营养与饲料等课程，教师要经常带学生来实地

考察，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印象。但是，教师在带领学生进行实

地考察时一般忽略了学生的体验，采取的教学方式就和课堂教学一

样，自己一个人操作着，学生围成一圈观看，完全没有动手的机会。

虽然相对于课件，学生观看教师进行实物操作的效果更好，但其本

质依然是对知识的学习，而不是对技能的学习。对此，教师应该加

强对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应用。在进行实地考察时，教师要让

学生也实际地参与进来，可以先由自己进行示范，向学生展示饲料

搭配、小动物解剖的详细过程，等学生了解后，再提供齐全的教具

由每个学生进行详细的操作。因为是第一次操作，教师要在学生身

旁静静观察，察看学生的操作是否有什么不足，如果有，那就耐心

地对学生的不足之处进行指导，引领学生顺利完成操作，进而提高

学生的实践能力，尽最大限度的增强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 

（三）在精密设备的使用时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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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教学效果评价 

成绩评定：对学生采用期末闭卷形成进行考核，传统教学班级

和思维导图班级均采用同一试卷进行考试，试题难度、试题数量均

相同。 

学习兴趣评价：以问卷形式进行调查，内容涉及自身对《食品

生物化学》课程难易程度的认识、重点内容的掌握技巧、未来进一

步深造的意愿方向，以及课堂汇报的收获等。 

2 结果 

2.1 学生成绩考核 

经过一个学期思维导图方法在《食品生物化学》课程教学中的

探索和尝试，通过对比传统班级和思维导图班级的期末考试成绩，

我们发现与传统教学班相比，采用思维导图教学的班级期末考试平

均成绩（81.62±16.16）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班级的平均成绩（74.53

±9.52），说明思维导图这种教学模式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是一种

有效的学习方法。 

2.2 教学效果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相比传统教学班级的学生而言，思维导图

班级的学生对《食品生物技术》课程的重难点有较准确的把握，且

能够自觉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和记忆方法，对本课程的学习热情和

学习兴趣明显高涨。并且，思维导图班级的多数学生在未来选择考

研方向上，愿意选择考试生物化学科目的专业和学校。 

表 1 思维导图教学班级与传统教学班级教学效果比较 

调查内容 传统教学班级（人）思维导图教学班级（人）

对课程重难点的正确

认识 
19 23 

自觉学习并寻找技巧 12 27 

未来深造的选择意愿 8 21 

3 讨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物质文化的要求越来越

高。从吃的饱到吃的好，再到如何吃得好，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

所以然。《食品生物化学》能够解决人们如何吃的好的知其所以然

问题，所以是很多食品学科的理论和技能基础。作为一门交叉学科，

《食品生物化学》涉及到《生物化学》和《食品化学》两个学科的

内容[9]，其内容繁杂，代谢途径纵横交错，既枯燥又抽象，导致在

《食品生物化学》的实际授课中存在教师难教会，学生难学懂的问

题。所以，如何解决这个困局，让学生对学习本课程津津有味而乐

此不彼？一直是一线教师考虑的问题。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发散性思维工具，极大了解决了这个难题。

学生在学习完一个章节后，特别对于跨时间长的多学时章节，及时

梳理和总结本章知识点，构建框架体系和关联层次，从而形成本章

节完整的知识脉络和逻辑关系。我们通过在《食品生物化学》课程

中实施思维导图的教学方法，不仅使学生对所学课程知识谙熟于

心，形成一套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而且培养了学生对知识内容的

梳理意识和总结能力，为未来走上社会或进行深造打下良好的素质

基础。 

总而言之，实践证明在《食品生物化学》课程中引入思维导图

的教学方法，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改革，是培养学生全面综

合素质的有利推手，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很好体现变学生被动学习为

主动学习的教学理念，能够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框架，有

效提升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王淼.食品生物化学[M].北京:轻工业出版社,2009. 

[2]盛野,张雷,陈燕萍,王海晶,王志才.基于 LBL,PBL 和 TBL

的混合教学法的有机化学教学方法研究[J].广州化

工,2022,50(05):208-209. 

[3]朱伟华,赵桂云,王珊,刘宝岩,朱梅.雨课堂辅助下思维导

图在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应用探索[J].长春师范大学学

报,2022,41(2):168-172. 

[4]秦少伟,赵利峰.Sandwich 教学法在分子生物学教学中的

应用[J].教育教学论坛,2016,51:173-174. 

作者简介：秦少伟（1974.04-），男，汉族，河南洛阳人，

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高级实验师，研究方向：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 

通讯作者：赵利峰，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 2021 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世界级旅游城市旅游食品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终身学习培训模

式构建”（202102028055）。 

 

 

 

（上接第 52 页） 
对于畜禽生产技术中的畜禽解剖生理课程来说，实践活动中会

有各种各样的精密工具的使用，诸如手术刀、镊子、小刀等，虽然

这些工具是医学领域的基础工具，在生活中也很常见，但教师还是

不能掉以轻心，在让学生进行操作前一定要对工具的使用技巧进行

详细的讲解。中职学生的学生年龄不大，相对于普通中学生而言也

较活泼好动，因此教师对相关工具的使用更应该严格要求，避免因

为操作失误而出现危险状况。比如，教师在进行工具的使用示范后，

可以先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从每个小组中选出一名学生，先让这

些进行操作，自己在一旁观察着，及时对他们的失误进行纠正，等

这些学生都操作过后再让其他的学生进行操作，由自己和那些选出

的同学进行监督，有效避免操作失误现象的发生，这样既能保证学

生的安全又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结语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体制不断改革，中职的教学任务不断加重，

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中职教学的要求。教学做一体化对提

高中职畜禽生产技术的教学效果有着重要的作用，畜禽生产技术的

实践性比较强，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很高，教学做一体化的主要

任务就是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推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共同发

展。教学做一体化对畜禽生产技术的理论知识教授、实地教学活动、

精密设备使用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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