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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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畜环境卫生学是动物科学和专业和动物医学专业主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强的特点，对于畜牧兽医

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行业对畜牧人才的需求。作者根据自身多年的教学实践，同时借鉴

国内同行的经验和成果，认真梳理了教材中章节内容，进一步明确了教学目的和要求；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要求，作者重新规

划了教学内容，进行了“模块化+案例化”教学的实践与安排，既增强了该课程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又凸显了实用性与创新型，极大

的提升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参与度，改进了教学质量、提高了教学效果。 

关键词：模块化；案例化；家畜环境卫生学；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 

 

《家畜环境卫生学》是高等农业院校动物科学专业和动物医学

专业主要的专业基础课，是一门以维护动物健康为宗旨，揭示家畜

环境的基本规律，传授改善与保护家畜环境的应用技术，倡导动物

福利与节约资源，并以提高畜牧生产的转化效率为 终目标的学科

（颜培实和李如治，2011）。本校目前采用的是由颜培实和李如治主

编的《家畜环境卫生学》（第 4 版）教材，教材主要内容包括家畜环

境适应、温热环境、光环境、声环境、有害物质与微粒、水与土壤

环境、行为与环境、畜牧场规划、畜舍环境的改善与控制、畜舍的

设施与设备、畜牧生产中的污染控制、家畜的行为管理等。课程内

容涉及《家畜育种学》、《家畜繁殖学》、《畜牧微生物学》、《家畜生

态学》、《家畜生理学》、《动物生物化学》等，课程内容涉及广、知

识点多，而该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在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能够

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生产问题，辅助和指导行业发展，传

统“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显然不适合现代畜牧行业发展的需

要，引入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果以适应行业需求不失为

一种值得尝试的解决办法。 

一、模块教学法 
模块教学是国际劳工组织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发出来的培训模

式（张莹，2015；刘登高，2002；郭佳妮等，2018）。在教学实践中，

“模块化教学法”是根据课程教学大纲，把课程内容和知识架构进

行模块划分，根据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然后按照课程目标和培养

方案对每个模块的知识和要求具体化，课堂教学围绕不同模块采取

灵活的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的知识体系系统化、

具体化，提升教学效果。 

目前“模块教学法”已经在《环境微生物学》（代先祝和张晓辉，

2017）、《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师帅帅等，2022）、《高分子物理》

（李奕国和汪谢，2022）、《麻醉解剖学》（郭佳妮等，2018）、《牙体

牙髓病学》（仵楠等，2021）、《大学英语》（于欣宏，2022）、《化工

制图与 CAD》（彭琳和刘洪博，2013）、《花卉学》（廖伟彪等，2019）、

《制冷原理与设备》（郭煜和尚琳琳，2019）、《财务管理》（杜俊娟，

2015）、《物理化学》（安庆锋和李红，2022）等多学科课程中得到了

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案例教学法 
案 例 教 学 法 初 是 由 哈 佛 大 学 法 学 院 的 教 授 Christopher 

Langdell 于 1870 年提出并应用于法学教育中，效果较好，之后在美

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法学教育教学中广为应用（熊春梅等，

2018）。案例教学法将真实案例引入到课堂，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

针对案例体现出的问题进行仔细分析、深入讨论，把学生带入到情

景问题中，充分联系理论知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策略，于此同

时学生通过与组内队员的探讨锻炼了团队协作、语言组织与表达能

力，通过组与组之间的互动锻炼了学生的决策和判断能力，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极大的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正是由于案例教学法教学效果显著，目前，在《发酵工程》（刘

修涛和熊鹏，2022）、《家具造型设计》（钟光明等，2022）、《医学统

计学》（高菲菲，2022）、《财务管理学》（刘彤，2022）、《商务英语》

（任妍彦，2022）、《生物化学》（张翠翠等，2021）等课程中都得到

了尝试和应用，效果较好。 

三、“模块化+案例化”教学的设计 
讲授内容模块化的制定与实施实在教师对课程内容充分熟悉、

熟练的基础上，揉碎再整合的过程，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体会和心

得，借鉴同行的经验和总结，对《家畜环境卫生学》第 4 版教材内

容进行了划分，分为三个模块，即家畜与环境、畜舍环境与畜牧场

环境。第一个模块囊括了影响家畜健康和生产的环境因子如气温、

气湿、光、声、水、土壤、空气等；第二模块包括畜舍的结构、特

点、功能，畜舍环境的调节与控制等；第三个模块主要包括畜牧场

设计、选址与规划、牧场环境调节与控制、牧场废 物的处理与资

源化利用等。模块 1 对影响畜牧业生产的各个环境因子自身的变化

规律、对家畜的影响，以及家畜对环境因子的影响进行介绍，重点

强调因子之间的互作以及对家畜健康和生产的影响，目的在于趋利

避害。模块 2 是课程教学重点，突出强调畜舍防暑降温、防寒保暖

措施与策略，为家畜营造一个比较好的、舒适的、有利于生产的环

境条件。模块 3 突出“生态、健康、环保”等理念，既体现动物福

利、又保证健康生产，还能彰显环境保护，“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

完美结合。 

根据模块涵盖的主要内容和教学重点与难点，选择合适案例进

行有机融合，于问题中学习，以解决实际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在教学实践中，要围绕章节和主题内容来选择合适的案例，案

例选择要突出代表性和科学性，可以参照养殖实践案例，也可以从

教材、学术著作、公 发表的国内外研究论文中进行选择，选择的

案例要能切合当堂课程内容，让学生能及时的学以致用，帮助学生

建立专业概念，认识到课堂上讲述的理论知识在生产实践中的指导

意义，用在哪里、以及如何应用，对行业要求不再迷茫，进一步明

确学习的目标和方向。 

四、“模块化+案例化”教学的实施 
模块教学是将相关单元组合成教学模块，使教学内容更系统、

教学环节更流畅、学生更容易架构整个知识框架的一种的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是将生产实践真实案例导入课堂，将学生带入到特定情景

中，由教师根据案例设定问题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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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寻求解决问题方案的一种教学方法。本次教学尝试是将这两种教

学方法同时引入到《家畜环节卫生学》教学实践中，因此，笔者根

据本次《家畜环境卫生学》模块设置方案，在每个模块主要内容环

节均设置了适合的教学案例，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如在讲授模块 1 内容时，从由浦德伦和朱海生主编的《家畜环

节卫生学及牧场设计》（案例版）参考教材中引入案例：雏鸡舍实习

（浦德伦和朱海生，2015）。案例描述如下：一名大三学生第一次到

养鸡场雏鸡舍实习。师傅外出前告诉她，舍内雏鸡过于喧闹，说明

鸡只不舒服， 常见的原因是温度不太适宜。平时要注意观察，并

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师傅走后，蒋某发现有的雏鸡堆挤在育

雏伞下，有的堆挤在墙边或鸡舍支柱周围。雏鸡排泄的粪便较稀且

出现糊肛现象。蒋某想起师傅的话，赶忙换上大功率的红外线灯泡。

一会儿，雏鸡散 俯卧在地上，伸出头预张嘴喘气，并寻求舍内较

凉爽、贼风较大的地方，特别是远离热源沿墙边的地方。有的维鸡

则拥挤在饮水器周围，使全身湿透，饮水量增加。蒋某急忙给师傅

电话联系，在师傅的指导下换上合适的红外线灯泡，雏鸡终于安静

下来了。 

根据课堂章节讲授内容结合案例本身，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分析

和讨论以下 3 个问题：（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案例中雏鸡 常

行为反映出什么问题以及其可能出现的后果？（2）保证雏鸡舍适宜

温度的措施有哪些？（3）育雏管理有哪些注意事项？ 

将学生分成四组。前三组分别对应一个问题，由组内成员对问

题进行充分讨论，形成意见和建议，小组代表进行陈述，在每个小

组进行陈述的时候，其他小组可以进行随时提问，由陈述小组负责

答疑。第四组为观察团，对每个小组陈述不足部分进行补充和完善。

第四组相对来说任务量更中一些，因为他们需要对每个问题都要有

充分的认识才能进行补充（见图 1-3）。所以，管察团实行轮流制。

后，教师根据整体陈述和答疑情况进行总结，帮助学生及时总结

所学知识，同时做好师生互动和教学记录，课后总结归纳，形成教

学经验，促进教学方法的更好应用。 

  

图 1  小组内讨论        图 2  小组陈述 

 

图 3  观察团补充 

五、结论 
模块教学法强调教师对教材和课程知识的整体把握，案例教学

法更多的体现的是教师的组织能力和学生的全面参与，教师和学生

融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部署到具体推进，二者相互

配合，互为补充，本次尝试以《家畜环境卫生学》为平台，将“模

块化+案例化”教学模式引入大学专业课程教学与实践中。该次尝试

对提升本科专业课程的教学效果具有积极意义，既有利于学生了解

专业生产现状，又能树立专业意识，找到专业“归属”感，教学效

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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