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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医临床诊断学”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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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兽医临床诊断学”实践教学中严格遵照兽医临床诊断学实践性较强这一特点，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强化理

论联系实际，确保有效培养学生良好的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实现教学模式与内容的有效改革。所以本文

中就探讨了“兽医临床诊断学”实践教学的基本现状与改革实践教学内容，并就其实践教学改革做法进行

了深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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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医学专业院校中，“兽医临床诊断学”是最为

重要的基础课程，它的教学特点主要表现为实践性强，可

实现对理论与实践内容的密切关联，体现学科中内科、外

科、产科以及各种寄生虫、传染病等疾病内容的有效预防

与处理。这一专业课程也是从基础课程到专业课程有效过

渡，其教学的关键就是通过抓好基本技能训练、基本症状

辨识、基本理论知识技能，深入学习来识别症状内容，建

立初步诊断，体现教学做法价值。 

1  “兽医临床诊断学”的实践教学现状分析 

“兽医临床诊断学”作为动物医学专业中的必修基础

课程，它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在联系动物医学专

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时，它希望从教学实际出发，在理

论配合实践教学中进行改革探索，体现教学实践有效性。 
第一，当前的“兽医临床诊断学”课程实践教学现状

是以教师作为主体的，学生参照教师所提供的实践操作内

容来完成实践过程，确保教学模式中师生能够有效互动，

参与到交流讨论过程中，体现学生专业基础课程学习的主

动性与积极性，保证教学效果突出。在教学后，教师会考

查学生的基本技术操作，确保学生知识学习扎实到位。 
第二，考虑到实践教学动物数量相对有限，且种类单

一，这也说明了“兽医临床诊断学”是一门实践性相对较

强的学科，它通过教学实践实现理论+实践+理论的综合
教学过程，保证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内容，有效拓宽学生的

实践动物种类和数量。实际上，基础实践教学中对动物接

触相对偏少，所以教师播放教学视频来展开教学，体现教

学操作能力有效优化。 
第三，教学中的实际考核方式是相对缺乏的。就学校

而言，动物医学专业每年仅仅招收不到百人，一般来说要

采用班级、小组合作等等方式展开教学，确保考核效果到

位，体现极高的教学价值。 
总体来讲，“兽医临床诊断学”的实践教学现状存在

诸多优势，但问题也相对较多，例如，教师无法准确判断

学生掌握实践知识的能力，在针对学生的实际操作方面也

无法体现真实成绩，基本无法做到教学效果判断到位。所

以说，“兽医临床诊断学”的实践教学改革是非常有必要

的。 

2  “兽医临床诊断学”的实践教学改革内容 

在改革“兽医临床诊断学”实验教学内容过程中，首

先培养学生良好的综合能力与创新意识，编写相应的实验

内容，确保实习指导教材到位，丰富实践改革教学内容，

下文具体来谈。 
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体现创新意识培养对

策。考虑到当前兽医服务的主要对象就是役畜，所以就以

马牛检查为主，其它畜禽较少涉及。但伴随当前我国畜牧

业迅猛发展，畜牧业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

经济畜禽动物出现，因此动物饲养也迅速发展起来，其中

兽医的服务对象已经发生变化。在充分认识动物疾病过程

中，也需要基于其临床检查与实验室诊断内容展开分析，

确保家畜检查方法应用到位，熟悉与小动物、禽类相关的

临床诊断检查特征。在实验教学内容改革过程中，要结合

实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有效扩大学生的接触实验动物种

类，如此也能实现对临床检查内容的有效丰富。这最大限

度促进了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兴趣，为从事兽医临床工作

奠定良好基础。 
其次要编写相应实验内容，确保实习指导教材应用到

位，结合试验内容编写相关实验内容，体现课程特色，确

保重点教学突出。一般来说，“兽医临床诊断学”教材包

含两大部分内容，分别为动物临床检查诊断内容和实验室

检查诊断内容，结合各种内容对养殖动物进行分析，了解

养殖动物常发疾病问题，提出具体的临床检查方法和实验

室诊断手段，对养殖业发展动态进行分析，确保学生学习

知识能够达到学以致用的良好效果。 

3  “兽医临床诊断学”的实践教学改革策略 

“兽医临床诊断学”的实践教学改革策略相当丰富，

它首先希望追求对实验教学模式的有效改革，然后追求实

验教学考核改革，下文主要围绕这两大点展开教材课程的

实践改革教学策略分析。 
3.1  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策略 
在改革实验教学模式方法方面，需要首先思考如何加

强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提高实验教学质量，这是关键。

为此，需要优化临床检查方法，确保兽医临床工作基础实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6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16-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施到位，发现其中症状问题，建立行之有效的正确诊断方

法。为此教学中应该为学生掌握基本教学方法提供有效支

持，让学生掌握专业基础技术技能。大体来讲，“兽医临

床诊断学”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策略应该体现在以下四点

上： 
3.1.1  先分后综的教学改革策略 
采用“先分后综”的教学改革策略，结合动物临床检

查中的五大系统检查来展开临床教学检查。这其中的“分”

指代系统讲解完毕后，展开相应实验过程，确保学生掌握

某一系统的基本症状与共同症状，结合症状来确定发病系

统，同时分析典型症状，利用症状建立诊断体系，确保学

生分析应用相关兽医症状内容；而“综”代表在理论教学

完毕后，利用教学实践实习来引导学生对五大系统中的疾

病内容进行综合分析与诊断，强化学生的临床诊断基本

功，同时对学生的学习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进行有效

培养和提升。 
3.1.2.  开放式的实验教学改革策略 
在实施开放式实验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结合“兽医

临床诊断学”教材教学内容，主要围绕学生主体、教师主

导展开实验教学过程，确保学生能够对实验内容进行深入

理解，确保学生大胆仔细去尝试操作。例如，在针对血常

规的分析实验检查过程中，教师则主要负责采血，而学生

也要参与其中，尝试采取多种畜禽动物的血液，甚至指导

学生采患病动物的血液，在学生自由采血后再展开测试，

最后分析获得结果。该结果可激发学生掌握多种动物血液

的常规指标，同时也能帮助学生掌握动物的血液指标。此

时再采用对比法可深入了解各种动物疾病，为诊断过程提

供确凿有效的实验数据，深度激发学生参与开放式实验教

学的学习兴趣。在实验操作全过程中，教师要做到全程指

导学生参与到实验过程中，而在实验完毕后也要指导学生

进行总结，写出实验报告，对实验结果内容进行问题讨论

分析。在该过程中，教师会对学生的实验报告内容进行认

真审阅和评判，指出学生在实验报告中所存在的各种问

题，并加以合理性处理优化与调整。该教学模式改革真正

做到了从教到学，提高了学生学习开放式实验内容的自主

能动性，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与创造能力。 
3.1.3.  人工操作与仪器操作实验结合的教学改革策

略 
在人工操作与仪器操作实验相互结合过程中，教师希

望为学生展示相对统一的、完善的实验室条件，基于一定

设备规模展开实验教学过程，确保人工操作与仪器操作实

验共同开展。换言之，要结合生产实际来满足不同层次学

生的学习需求，确保学生展开有效人工操作与上机操作过

程，在训练过后再进行操作结果相互比较。 
3.1.4  实验教学和实习基地、临床实际病例结合的教

学改革策略 
要围绕实验教学与实习基地展开分析，确保临床实际

病例结合教学改革策略有效优化。在这里就充分利用到了

教学实习基地，希望基于此提高学生的教学实习水平。换

言之，就是要让学生感受到养殖场中动物的饲养与繁殖经

营理念，让学生在实验教学活动中自主发现各种病例，再

结合实际病例进行多症状分析与应用，确保学生科学正确

辨认症状，学会综合症状分析，同时做出临床实际病例诊

断结果。在教学实际过程中，教师就要求学生能够较为熟

悉的掌握临床常见疾病症状，结合教学实习激发学生对该

课程的学习兴趣，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拓展

学生视野，如此便能强化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以及独立解决

问题的能力。 
3.2  实验教学考核的改革策略 
在实验教学考核改革策略应用方面，应该尝试加强学

生的动手能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创新能力，保证制订

全新的实验操作考核体系来改变学生的实验考核成绩。一

般来说，可参考学生平时的实验考核成绩来制定成绩考核

方法，改革与完善学生的实际考核办法与考核标准，如此

便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与综合分析能力，结合主要考核内

容对兽医临床诊断内容进行分析。具体来说，像平时实验

报告应该占到 10%，教学实习应该占到 20%，其它实验
学习内容应该占到 70%（其中包括实验总成绩）。应该结
合一系列考查、考试来有效提高学生对待不同实验的重视

程度，有效调动学生的实验教学考核参与积极性，提高考

核改革效率。 

4  结语 

经过大量教学实践内容证明，“兽医临床诊断学”可

在实验教学模式、实验考核模式改革方面追求建立新秩

序，确保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同时培养他们良好的

实验创新能力，这对兽医临床诊断学实验教学水平的整体

改革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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