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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级高职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畜牧兽医 

专业代码：410303 

二、教育类型及学历层次 

教育类型：全日制高等职业教育 

学历层次：专科 

三、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四、修业年限 

    实行学分制管理，计划学习年限为三年。 

五、职业面向 

（一）职业面向 

职业面向如表 1 所示。  

表 1 职业面向一览表 

（二）职业发展路径  

专业毕业生职业发展路径如表 2 所示。  

表 2 毕业生职业发展路径 

岗位类型 岗位名称 

初次就业岗位 
饲养员、兽医化验员、饲料检验化验员、饲料兽药营销员、动物检疫员

等 

目标岗位 
养殖场（技术）场长、动物医院院长、饲料兽药生产企业技术厂长或业

主、饲料兽药店店主、执业兽医师、销售经理等 

发展岗位 
养殖场技术主管（技术场长）、饲料兽药生产企业车间主任或片区销售

主管、兽医师、动物营养配方师等 

迁移岗位 宠物美容师、宠物训导员、宠物医生、机构运营主管等 

（三）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  

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如表 3 所示。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 应 行 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

能等级证书 

农林牧渔大类

（51） 

畜 牧 业 类

（5103） 

畜 牧 业

（A-3） 

家畜饲养人员

（5-03-01） 

家禽饲养人员

（5-03-02） 

动物疫病防治

人 员

（4-03-05） 

动物繁育 

动物饲养 

动物疾病防治 

饲料兽药营销 

家庭农场畜禽养殖

1+X 证书 

执业兽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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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表 

职业岗位 

名称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要求 对应职业能力课程 

动物繁殖 

1.种畜（禽）的种用价值评定

与选种。 

2.制定并实施配种（孵化）计

划。 

1.配种（孵化）计划制定能

力。 

2.动物发情鉴定、接产助产

能力。 

3.动物人工授精技术操作

能力。 

4.种蛋孵化能力。 

5.动物配种（孵化）效果分

析能力。 

应用化学、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药理、动物微生

物、动物繁育技术、畜牧兽

医法规与行政执法 

动物饲养 

1.畜禽的饲喂与日常管理。 

2.养殖场设备使用与维护。 

3.生产过程的记载、分析与评

价。 

4.牧场的设计与规划。 

5.养殖市场的分析与预测。 

1.养殖技术指导能力。 

2.生产情况分析能力。 

3.生产工艺流程控制能力。 

4.牧场设计与规划能力。 

5.养殖市场分析与预测能

力。 

应用化学、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药理、动物微生

物、动物营养与饲料、智能

化养猪、 禽生产、草食动

物生产、畜牧场规划与设

计、畜牧管理技术、畜牧兽

医法规与行政执法 

动物疾病防

治 

1.动物主要疾病诊断 。 

2.动物疾病治疗。 

3.养殖企业及管辖区域动物疫

病防控。 

4.养殖企业生产管理。 

5.重大疫情处理。 

1．动物疾病诊治能力。 

2.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3.企业生产管理能力。 

4.重大疫情处理能力。 

应用化学、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药理、动物微生

物、兽医临床诊疗技术、动

物疫病、动物普通病、畜牧

兽医法规与行政执法 

饲料（或兽

药）营销 

1.调查市场、分析市场。产品

宣传。 

2.组织协调、评估、策划、控

制，制定营销方案，实施营销

经营业务绩效管理。 

3.依据市场行情信息，进行成

本管理、价格管理和控制决策。 

4.编写销售合同；谈判、处理

客户投诉。 

1.分析、开拓市场的能力。 

2.能制定销售计划和销售

预算。  

3.能跟踪销售进程、实施销

售方案，并处理好客户投

诉。 

4.能制定并实施市场宣传

方案。 

应用化学、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药理、动物微生

物、兽医临床诊疗技术、动

物疫病、动物普通病、智能

化养猪、 禽生产、草食动

物生产、动物产品营销、畜

牧兽医法规与行政执法 

六、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

人文素养，良好的职业道德、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掌

握畜禽饲养管理、选种繁殖、日粮配合和畜禽主要疾病的预防及诊疗等专业技术技能，适应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服务养殖行业经济建设，面向规模化畜禽养殖、饲料加工与销售、基层

畜牧兽医管理与服务领域，能够从事畜禽养殖与繁育、饲料加工与营销、疫病诊断与防治等

工作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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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规格 

1.素质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热爱劳动，能够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和协作，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

和自我管理能力，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作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

规范，履行责任。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和文字写作能力，能够在工作中进行有效沟通。 

（3）崇尚宪法、遵纪守法、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

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4）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5）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

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6）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内容融入到本课程的教学要求中，注重“术道结合”；鼓励学生利用自己的所学的专业知

识，积极参与国家政策宣传与推广、社会科学普及等有益活动；在技术技能操作等环节，培

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综合职业素养，树立社会

主义职业精神。 

2.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和湖湘文

化知识。 

（2）熟悉专业相关的政策与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文明生产等相关知

识。 

（3）掌握体育、军事、心理健康、信息技术、创新创业、职业发展等相关知识。 

（4）掌握畜禽解剖生理、动物病理药理和微生物的相关基础知识。 

（5）掌握动物繁育、营养与饲料的相关知识，掌握养殖场的设计与规划、畜禽生产与

饲养管理等相关知识。 

（6）掌握动物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等相关知识。 

（7）掌握饲料、兽药的市场调查、市场分析、营销技巧等相关知识。  

（8）掌握畜牧企业经营与管理的相关知识。  

  3.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熟练掌握常见畜禽的选种选配和繁育技能、养殖场设计与环境调控、常见畜禽的

日粮配合设计技能、常见畜禽主要性能测定、畜禽饲养管理及疾病防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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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备常见畜禽的饲养管理能力。  

（5）掌握畜禽常见疾病临床诊断技术，具备畜禽防疫体系建立、主要疫病防治的能力。   

（6）具备饲料及药品营销与技术服务的能力。    

（7）了解畜牧业最新的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了解畜牧业最新发展动态。  

 七、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体系结构 

课程体系结构如表 4所示。 

表 4 课程体系结构表 

课程性质 课程类型 主要课程 

公共课程 

必修课 

入学教育、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形势与政策、心理健康教育、体育与健康、公共英语、信息技术、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写作、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创业基础、劳动实践。 

选修课 
普通话与语言文字欣赏、羽毛球、健美操、影视鉴赏、音乐欣赏、美术

鉴赏等。 

专业课程 

必

修

课 

专业基础课程 应用化学、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病理、动物药理、动物微生物。 

专业核心课程 
动物营养与饲料、动物繁育技术、兽医临床诊疗技术、动物疫病、动物

普通病、智能化养猪、 禽生产、草食动物生产。 

专业实践课程 

动物剖检技术综合实训、兽医基础综合实训、饲料检验化验综合实训、

兽医化验综合实训、动物繁殖综合实训、动物疾病防治综合实训、养殖

技术综合实训。 

选修课 

专业英语、畜牧场规划与设计、动物检疫检验技术、动物产品营销、动

物食品加工、畜牧兽医法规与行政执法、畜牧管理技术、宠物美容技术

等。 

（二）公共课设置及要求 

1.公共必修课共 696学时，37.5学分，具体设置及要求如表 5所示。 

表 5  公共必修课设置及要求 

课程名称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

时 

入学教育 

素质目标：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引导学生学习知识，发展能力，

体现激励上进，鼓励竞争意识。 

知识目标：了解专业发展规划、培养

目标和培养模式，熟悉与安全问题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  

能力目标：具有自尊自爱、自立自强、

开拓进取、坚毅勇敢等心理品质和一

定的道德评价能力、自我教育能力。  

1.思想政治教育。 

2.管理规章教育。 

3.专业培养教育。 

4.安全教育。 

5.心理健康教育。 

 

通过组织主题班会、专

家讲座、网络学习、实

验实训基地参观等方

式，使学生熟悉培养要

求和培养过程、学籍管

理制度、奖助政策与日

常管理等规章制度。 

28 

思想道德与

法治 

素质目标：帮助大学生形成崇高的理

想信念，弘扬伟大的爱国精神，确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思想道

德修养，增强学法、用法的自觉性。 

知识目标：掌握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1.人生观教育。  

2.价值观教育。  

3.道德观教育。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  

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线下课堂主学与

线上平台辅学、课内学

习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模式。采用专题教学、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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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

时 

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 

能力目标：帮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思

想道德素养和法治素养，进一步提高

分辨是非、善恶、美丑和加强自我修

养的能力。 

5.法治观教育。 

 

案例教学、问题导向、

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

实现提升学生思想道

德修养和法治素养，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教学目标。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素质目标：引导学生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 

知识目标：使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科学内

涵、理论体系。 

能力目标：提升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毛泽东思想。 

2. 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3.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相结合，课堂教学

与线上资源、课内学习

与课外拓展相结合。同

时，采用专题教学法、

任务驱动法、翻转式教

学法等方法，达到课程

的教学目标。 

64 

形势与政策 

素质目标：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明确自身的人生定位和奋斗

目标，主动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使命。 

知识目标：使学生掌握党中央当前最

新的重大方针政策、国内外形势、热

点和难点问题。 

能力目标：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观察分析形势，认清国情和形

势，正确理解和执行政策。 

1.党和国家重大方针

政策、重大活动和重

大改革措施。 

2.我国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形势、任务和发展成

就。 

3.当前国际形势和国

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

势。 

 

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为目标，以教师为主

导，以学生为主体，采

用互动式、启发式、讨

论式等教学方法实现

教学目标。 

32 

创业基础 

素质目标: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实现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的统一。构

建起企业家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体

现团队协作精神。 

知识目标：掌握创新创业的内涵、理

论和方法，掌握组建团队，评估机会，

寻找资源，建立商业模式的基本理论

和措施。 

能力目标：运用所学知识搭建团队、

识别创造机会、利用资源建立商业模

式，并且撰写合格的商业计划书。 

1.创业与人生。 

2.创业者与创业团

队。 

3.创业机会的识别与

评价。 

4.创业风险的识别与

控制。 

5.商业模式的设计与

创新。 

6.创业资源及其管

理。 

7.创业计划。 

8.新企业的创办与管

理。 

采用线上+线下的模式

开展教学，充分利用翻

转课堂的优势，理实一

体化进行小班教学。 

依托职教云的平台，采

用案例法、小组讨论、

任务驱动等形式多样

的教学方法，达到课程

教学目标。 

 

32 

劳动实践 

素质目标：增强劳动意识、劳动习惯、

劳动精神；塑造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劳动光荣的价值观。 

知识目标：了解劳动重要性、必要性；

1.环境卫生劳动教

育。 

2.公益劳动教育。 

3.专业劳动教育。 

劳动实践课采取分项

积分制管理，每位学生

在每学期需完成一定

的劳动实践积分，注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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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

时 

了解劳动岗位职责要求及安全注意

事项。  

能力目标：掌握劳动工具的使用方法

及要求；掌握劳动岗位基本技能。  

4.劳动意识教育。 考查学生的劳动意识、

劳动表现、劳动素养。 

军事理论 

素质目标：具备基本军事素养、良好

组织纪律观念和顽强拼搏的过硬作

风；具有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和团结

协作的精神。 

知识目标：了解国防、军事基本知识，

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  

能力目标：具备一定的军事技能。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军事理论教学进入正

常授课课堂，坚持课堂

教学和教师面授在军

事课教学中的主渠道

作用，重视信息技术和

慕课、微课、视频公开

课等在线课程在教学

中的应用和管理。  

36 

军事技能 

素质目标：具备基本军事素养、良好

组织纪律观念和顽强拼搏的过硬作

风；具有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和团结

协作的精神。 

知识目标：了解国防、军事基本知识，

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  

能力目标：具备一定的军事技能。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

练。 

2.射击与战术训练。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

护训练。 

4.战备基础与应用训

练。 

军事技能训练应坚持

按纲施训、依法治训原

则，积极推广仿真训练

和模拟训练，军事技能

训练考核由学校和承

训教官共同组织实施。 

112 

心理健康教

育 

素质目标：使学生树立正确“三观”

意识，牢固树立专业和终身职业思

想，培养健全人格和积极向上的人生

态度。 

知识目标：使学生了解心理健康有关

理论，明确心理健康教育目的及意

义，了解个体心理发展特征及异常表

现，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知识。 

能力目标：使学生具备自我探索能

力、心理调适能力及心理发展能力、

心理状态评估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等。 

1.正确认识心理健

康。 

2.培养良好的自我意

识。 

3.学做情绪的主人。 

4.建立和谐的人际关

系。 

5.树立正确爱情观。 

6.正确认识心理咨

询，及时化解心理危

机。  

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相结合的模式，运

用任务驱动法，理论讲

授法，案例法，心理测

评法，角色扮演法等，

让学生掌握心理保健，

心理评估和心理调适

的方法，达到心理健康

课程的教学目的。 

 

32 

大学生职业

发展与就业

指导 

素质目标：激励大学生自觉个人的职

业理想融入国家事业中，树立健康、

科学的就业观念和择业观念，培养爱

岗敬业的职业道德。 

知识目标：掌握就业形势和政策、了

解职业生涯规划的理论和步骤。自觉

培育职业素质和能力；掌握全面的求

职技巧。 

能力目标：准确分析就业形势、合理

定位、科学决策，撰写合格的职业生

涯规划书。注重提升职业素养，培育

个人求职能力，顺利入职。 

1.就业形势、政策以

及行业认知。 

2.职业素质的培养和

心理调适。 

3.职业生涯规划与设

计。 

4.求职技巧。 

5.就业权益保护。 

采用线上教学+线下教

学相结合的模式组织

开展教学活动，依托职

教云的平台，采用案例

法、小组讨论、任务驱

动等形式多样的教学

方法，以学生为主体，

使学生具备一定的职

业素质和能力，达到课

程教学目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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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

时 

体育与健康 

素质目标：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

养学生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和团结

协作的精神；树立和谐相处、公平竞

争的规则意识；树立守时、守纪、诚

实守信的价值观； 

知识目标：了解运动项目参与的基本

理论知识和发展概况；掌握基本的运

动技能；了解运动项目的基本规则和

裁判法。 

能力目标：学会 1-2 项体育项目的

基本技术和简单战术；学会运用体育

理论知识与运动技能进行安全、科学

的身体锻炼；能制定可行的个人锻炼

计划。 

1.田径。 

2.篮球。 

3.排球。 

4.足球。 

5.羽毛球。 

6.乒乓球。 

7.健美操。 

8.跆拳道。 

9.素质拓展。 

10.武术。 

11.花样跳绳。 

采用分班选项组织教

学；严格按照学院体育

课课堂规范要求上课；

课堂中激发学生运动

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

育的意识。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要合理安排练

习密度和运动负荷，把

体能的发展与知识技

术技能有机结合起来。 

112 

信息技术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

神；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信息道德修

养，诚实守信意识和职业道德；具有

规范化操作的意识；具备信息安全意

识。 

知识目标：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

络常用工具和安全规范；掌握信息检

索与处理的基础知识；掌握常用办公

软件的基本知识。 

能力目标：能运用网络进行信息检索

和处理；能运用办公软件处理日常文

档。 

1.Windows 10 操作

系统的基本操作。  

2.文字处理软件的使

用。  

3.电子表格软件的使

用。  

4.演示文稿的制作。 

5.网络基础知识及微

信公众平台。 

6.大数据技术、云计算

机技术、人工智能技

术的介绍。 

要求教师熟悉信息技

术和常用办公软件，具

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教学能力。采用理实

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利

用任务驱动法、案例教

学法、模块化教学法开

展教学。采取形成性考

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

合进行评价。 

 

32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素质目标：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激发民族自豪感，树立辩

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守法意识，培养严

谨的科学态度和坚持不懈、迎难而上

的科学精神。 

知识目标：熟悉概率论基本知识，熟

悉随机变量及其分布、掌握随机变量

的数字特征，熟悉统计量和三大抽样

分布，了解参数估计，掌握概率的常

用计算方法、抽样分布。 

能力目标：能用概率知识分析和解决

专业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升逻辑

思维、抽象思维、分析判断等方面的

能力。 

1.随机事件及其概

率、性质，条件概率

及其相关公式，事件

的独立性、伯努利试

验和二项概率。  

2.一维随机变量及其

分布，随机变量及其

分布函数、离散型随

机变量、连续型随机

变量、一维随机变量

函数的分布。随机变

量的数字特征即数学

期望、方差和标准差。 

3.统计量和三大抽样

分布，总体、样本及

常用统计量、常用统

计量的分布。 

4.参数估计，点估计

课程以学生为中心，将

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

学中，采取案例教学

法、探究法、头脑风暴

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充

分结合学生所学专业

将专业案例引入教学，

使学生理解概率思想、

明晰概率分析方法、建

立概率统计思维，会利

用概率统计思想进行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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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

时 

的几种方法，点估计

的评价标准、参数的

区间估计。 

公共英语 

素质目标：敢于用英语进行交流与沟

通；具有文化传播意识，尊重异国文

化。 

知识目标：掌握日常交流中的英语表

达常见词汇、句型、常用英语语法以

及日常办公常用写作类型，同时掌握

有效学习方法、社交礼仪和中西文化

差异提高综合文化素养； 

能力目标：能阅读日常英语短文；能

在社会交际、工作、生活、学习中用

英语进行简单沟通。 

1.日常接待。 

2.道歉致谢。 

3.问路指路。 

4.时间安排。 

5.天气气候。 

6.体育运动。 

7.节日活动。 

8.健康保健。 

9.购物观光。 

10.酒店餐饮。 

11.求职面试。 

 

采用现代教学手段，把

思政元素贯穿于英语

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

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

握一定的英语语言文

化基础知识和日常情

景中的交际技能，具有

一定的听、说、读、写、

译的能力和跨文化交

际能力，能借助辞典阅

读和翻译有关英语业

务资料，在涉外交际中

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

面交流，并具备一定的

自主学习能力和语境

应变能力。 

48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素质目标：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

感，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知识目标：正确理解和分析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的渊源，提高自身文化创

新的信心和本领；掌握中国传统文化

发展的大势，领悟中国文化主体精

神。 

能力目标：具备从文化角度分析问题

和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力；具

备全人类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各种文

化现象的能力。 

1.中国传统文化概

述。 

2.中国传统文化三大

主体精神。 

3.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4.中国传统饮食文化。 

5.中国传统建筑与园

林文化。 

6.中国传统交通文化。 

7.中国汉字文化。 

8.中国传统文学。 

9.中国传统艺术文化。 

10.中国传统科技文

化。 

11.中国传统医药养生

文化。 

12.中国传统文化的评

价。 

在教学理念上，注重从

一开始就培养学生自

觉的传统文化意识和

爱国情怀；在教材选用

和教学内容选取上，将

时代性和传统性作为

两个重要的元素带入

其中；在教学模式上进

行专题教学，讲授和讨

论相结合；在教学手段

上，多媒体教学、网络

平台教学是大势所趋，

适当地引进诗词、饮

食、茶艺 等当代最流

行的文化节目欣赏。 

24 

2.公共选修课学生需修满 96学时 6学分，具体设置及要求如表 6所示。 

表 6  公共选修课设置及要求 

课程名称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普通话与语言文

字欣赏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树立文化自信。 

知识目标：熟悉普通话语音

1.声母辨正。 

2.韵母辨正。 

3.声调辨正。 

教学中要求以语音练

习为主，围绕普通话

水平测试，主要针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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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知识，掌握字词的正确

发音，有情感的短文朗读，

完成命题说话，能够完成普

通话测试。 

能力目标：在日常交流过程

中顺畅且准确的使用普通

话，能运用标准普通话进行

朗读或演讲。 

4.语流音变。 

5.朗读训练。 

6.说话训练。 

7.模拟测试。 

湖南人说普通话声

母、韵母、声调的难

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教

学，提高学生的普通

话水平，为今后的工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羽毛球 

 

素质目标：树立乐观、向上

的学习态度；培养自信自

律、吃苦耐劳和果断勇敢等

个性品质以及相互协作、共

同进取等集体主义精神； 

培养求真务实和精益求精

的学习精神。 

知识目标：了解羽毛球基本

规则；掌握羽毛球基本技术

动作要领。  

能力目标：具备羽毛球所需

的基本身体素质；能够正确

完成羽毛球基本技法。 

1.羽毛球比赛视频欣

赏，握拍法和正、反手

发球技术。 

2.学习原地正手击高远

球技术。 

3.步伐的后场高远球。 

4.学习挑球技术。 

5.学习原地杀球技术。 

6.学习后场杀球技术和

接杀挡网技术。 

7.学习单打比赛基本战

术：四方球、拉吊突击。 

 

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

体育活动相结合的模

式，采取任务驱动法、

示范法、讲授法等，

结合信息化教学手段

开展课堂教学，让学

生熟练掌握羽毛球运

动技战术知识，提升

学生在身体、心理和

社会适应等方面能

力。 

16 

健美操 

素质目标：培养不畏困难、

勇于拼搏的意志品质；培养

团结协作、共同进取的集体

主义精神。 

知识目标：了解健美操的基

础知识。掌握健美操动作的

基本手型和基本步伐的名

称、特点。熟悉大众健美操、

啦啦操的竞赛规则。 

能力目标：达到会欣赏、能

模仿、会讲解健美操的能

力。 

1.健美操基本动作，包

括手型、步伐等。 

2.大众健美操等级动作

一级标准。 

3.学习健身操《你笑起

来真好看》。 

严格按照体育教师课

堂规范要求上课；要

求学生着装适合健美

操课堂，加强安全教

育。课堂中激发学生

运动兴趣，培养学生

终身体育的意识。以

学生发展为中心，重

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16 

影视鉴赏 

素质目标：树立正确的审美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

健全人格，使艺术能力和人

文素养得到整合发展。确立

文化自信。 

知识目标：提高学生鉴赏影

视作品的水平，提升审美期

待和审美趣味。在趣味盎然

的观片过程中，引导学生运

用一定的鉴赏方法，展开影

视评论。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善于发现美的能力，具

1.影视概说。 

2.电影中的文化元素。 

3.电影的意识形态表

达。 

4.电影与社会生活。 

5.电影中的人性表达。 

6.影视评论写作。 

7.影视作品中的性别阐

释。 

8.经典影视作品评述。 

在欣赏为主的前提

下，适当地指导学生

进行一些有益的争论

和集体性的演练活

动，通过实践培养综

合的审美能力，同时

开展一些辅助活动帮

助学生全面、深入地

理解和体验综合艺术

的审美理想，发展、

完善学生的审美心理

建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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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健康良好而又多元开放

的审美情趣，并且开阔思

路，形成综合性、创造性的

现代思维能力和艺术表达

能力。 

音乐欣赏 

素质目标：养成健康、高尚

的审美情趣和积极乐观的

生活态度，增强民族自信

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操。 

知识目标：认识理解音乐艺

术中所包含的信息，发现音

乐所表现的丰富内涵，感知

各国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开

阔视野。 

能力目标：培养良好的音乐

鉴赏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

修养。 

1.古典主义时期音乐。 

2.浪漫主义时期音乐。 

3.西方近现代音乐。               

4.中国民歌。 

5.中国民族器乐音乐。 

6.中国近现代音乐。                   

课堂教学以欣赏为

主，着重培养学生对

音乐作品的艺术感

受、理解和审美体验

能力。从学生鉴赏音

乐水平的实际状况出

发，做到难易适度，

深入浅出。充分利用

各种现代化教学手

段，最大限度地强化

学生的听觉审美感

受。 

16 

美术鉴赏 

素质目标：树立正确的审美

观念，增强爱国主义精神。 

知识目标：掌握美术鉴赏的

方法，了解美术鉴赏的基础

知识、理论。 

能力目标：培养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提高感受美、表

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

力。 

1.美术概说。 

2.中国画的分类。 

3.中国画的鉴赏。 

4.中国园林艺术。 

5.西方绘画的概述与欣

赏。 

6.西方经典绘画作品欣

赏。 

7.古印度艺术-埃及艺

术-部落艺术。 

通过理论讲授与实践

训练，融知识传授、

能力培育、素质提高

于一体。采取任务驱

动法、专题讲授法、

分组讨论法、案例法

等进行教学实践。充

分利用各种现代化教

学手段，最大限度地

强化学生的视觉审美

感受。 

16 

（三）专业课设置及要求 

1.专业基础课共 272学时，17学分，具体设置及要求如表 7所示。 

表 7  专业基础课设置及要求 

课程 

名称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计划

学时 

应用化

学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绿色环保意识、安

全意识、团队协作意识；加强学生实验素

养，包括严谨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培

养；加强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包括积极

探索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和

爱岗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掌握分散系、缓冲液、渗透压、

pH、酸碱质子理论、生物氧化、酶等基本

概念；了解滴定分析法和分光光度法；掌

握糖、脂、蛋白质、核酸的组成、结构、

性质和生物学功能；理解溶液浓度的表达

1.化学理论基础。 

2.溶液、电解质溶液

和缓冲溶液。 

3.定量分析技术。 

4.重要有机化合物

以及重要生物大分

子的命名、结构、理

化性质及生物学功

能、物质代谢及相关

调节方式和机理等

基本知识。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目标、学生能力

与教学资源因材施

教、因需施教，应将

三全育人理念和课

堂思政内容贯穿整

个教学过程，采用任

务驱动和小组教学，

以学生为主体，坚持

学中做、做中学，培

养学生常规的化学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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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溶液浓度的计算、定量分析中的数

据处理、缓冲溶液的基本原理、糖代谢、

脂代谢和蛋白质代谢的有关内容。 

能力目标：能正确进行溶液的配制；能熟

练使用常见玻璃器皿；熟悉称量、滴定、

比色、萃取、离心、蒸馏等基本操作。 

操作技能。 

动物解

剖生理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绿色环保意识、安

全意识、团队协作意识；加强学生实验素

养，包括严谨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培

养；加强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包括积极

探索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和

爱岗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掌握动物各个系统、器官、

组织的正常宏观和微观的形态结构和生理

功能。应知不同状态下生理功能的变化情

况。 

能力目标：能辨识机体的特征性部位，能

完成各类动物的剖检。 

1.常见动物猪、牛、

羊禽类的身体结构

组成。 

2.身体的运动系统、

消化系统、泌尿生殖

系统、心血管系统、

内分泌系统、神经系

统的组成、解剖结构

特点、生理机能、及

其发生规律。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

应将三全育人理念

和课堂思政内容贯

穿整个教学过程，采

用任务驱动和理实

一体教学，以学生为

主体，坚持学中做、

做中学，让学生熟悉

动物的身体结构，掌

握正常机体的生命

代谢机能。 

80 

动物病

理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绿色环保意识、安

全意识、团队协作意识；加强学生实验素

养，包括严谨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培

养；加强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包括积极

探索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和

爱岗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掌握疾病的病因、发生、发展

过程及机体在发病时所呈现的功能、代谢

和形态结构的变化；阐明疾病的本质。 

能力目标：能作出疾病的诊断，为认识和

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及疾病的防治

提供理论依据。 

1.疾病概论。 

2.动物各类疾病的

基本病理过程。 

3.动物器官系统病

理机理。 

4.尸体剖检技术。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

应将三全育人理念

和课堂思政内容贯

穿整个教学过程，采

用任务驱动和理实

一体教学，以学生为

主体，坚持学中做、

做中学，来熟悉动物

机体疾病的病因、发

生、发展过程。 

48 

动物药

理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绿色环保意识、安

全意识、团队协作意识；加强学生实验素

养，包括严谨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培

养；加强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包括积极

探索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和

爱岗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掌握药物的性状、来源、化学

结构、体内过程、主要作用、临床应用、

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及制剂与用法。 

能力目标：能正确开写处方；能对因选择

治疗药物和对症选择治疗药物。 

1.常用兽药的性状、

特点、用途、给药途

径和注意事项。 

2.常用药物的作用

及配制、调制技术。 

3.中药及方剂及生

物制品。 

4.药物的种类、药物

成分、药物代谢、药

物作用机理等基本

知识。 

5.处方开写。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

应将三全育人理念

和课堂思政内容贯

穿整个教学过程，采

用任务驱动和理实

一体教学，以学生为

主体，坚持学中做、

做中学，来熟悉常用

的药物和生物制品

等药物的性状、主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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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动物微

生物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绿色环保意识、安

全意识、团队协作意识；加强学生实验素

养，包括严谨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培

养；加强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包括积极

探索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和

爱岗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掌握动物微生物的形态、结

构、生理、生物学特性以及动物免疫等相

关理论和技术，让学生具备运用有关动物

微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识别主要

动物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 

能力目标：能从病原学、免疫学角度对畜

禽传染病进行预防、诊断和治疗。 

1.微生物的种类。 

2.细菌的形态、结

构、生理、培养与

检测。 

3.病毒的形态、结

构、培养与检测。 

4.常见病原微生物

生物学特性。 

5.免疫学基础与血

清学试验。 

6.微生物实验室检

测 的 基 本 操 作 技

术。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

应将三全育人理念

和课堂思政内容贯

穿整个教学过程，采

用任务驱动和理实

一体教学，以学生为

主体，坚持学中做、

做中学，来熟悉各种

微生物的生物学特

性。 

48 

2.专业核心课共 496学时，31学分，具体设置及要求如表 8所示。 

表 8  专业核心课设置及要求 

课程 

名称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

时 

动物营

养与饲

料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社

会主义职业精神。根植生产绿色食

品的理念。 

知识目标：应知动物各种营养物质

的种类及其营养生理功能、缺乏的

典型症状，饲料的种类及各种饲料

的营养特性与饲用特点，动物的营

养需要与饲养标准，配合饲料的种

类，饲料产品质量的检验与鉴定。 

能力目标：能准确识别畜禽各种营

养缺乏症；能够进行饲料原料识别

及品质检验；能够进行饲料原料加

工调制；能够运用相关理论知识设

计各类饲料配方；能够进行简单的

配合饲料生产；能根据相关标准对

饲料原料及成品进行检验化验。 

1.畜禽营养原理。 

2.饲料原料的营养特

性与饲用价值的评定。 

3.畜禽的营养需要与

饲养标准、日粮配合与

配方设计。 

4.饲料加工调制及品

质鉴定技术。 

5.饲养技术。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

教学目标、学生能力与教

学资源因材施教、因需施

教，应将三全育人理念和

课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采用任务驱动

和理实一体教学，以学生

为主体，坚持学中做、做

中学，来了解饲料营养原

理、特性。 

64 

动物繁

育技术 

素质目标：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融入

到本课程的教学要求中，注重“术

道结合”；鼓励学生利用自己的所

学的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国家政策

宣传与推广、社会科学普及等有益

活动；在技术技能操作等环节，培

1.畜禽遗传育种的基

本原理与方法。 

2.畜禽的生殖激素。 

3.各种母畜发情、排

卵、妊娠、分娩及繁殖

障碍性疾病防治。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

教学目标、学生能力与教

学资源因材施教、因需施

教，应将三全育人理念和

课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采用任务驱动

和理实一体教学，以学生

为主体，坚持学中做、做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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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在潜移默化中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综

合职业素养，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

神。 

知识目标：应知家畜繁育员的责任

和义务；应知动物遗传育种基本知

识；应知生殖激素作用机理与功能；

应知发情及发情周期相关知识；应

知人工授精技术、妊娠与分娩等相

关知识。 

能力目标：会运用生殖激素处理动

物繁殖问题；会发情鉴定；会采精、

精液品质鉴定及输精；会妊娠诊断

及接产、助产等工作，会进行繁殖

管理。 

中学，来熟悉动物繁育机

理。 

兽医临

床诊疗

技术 

素质目标：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融入

到本课程的教学要求中，注重“术

道结合”。加强了个人爱国主义思

想，深化了对农牧行业发展、对国

家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明确了

通过努力学习以报效祖国的奋斗路

径，树立了积极健康的价值目标和

人生理想。培养学生热爱动物医学

事业，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

的法制观念；在技术技能操作等环

节，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在潜移

默化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高综合职业素养，树立社会主义

职业精神。 

知识目标：学习掌握兽医临床诊疗

技术的基本知识及基本概念；学习

掌握临床基本检查方法；学习掌握

一般检查的方法、内容和诊断意义；

学习掌握各系统、器官的正常状态

和常见的病理变化及其诊断意义；

学习掌握血、粪、尿的常规检验方

法，并能正确判定结果；学习掌握

兽医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技术；学习

掌握临床资料进行判断、分析、建

立诊断的方法。 

能力目标：能进行常见动物的接近

与保定；对常见动物进行一般检查

1.临床检查的方法和

治疗技术。 

2.血、尿粪常规检查。 

3.机体正常状态和病

理状态。 

4.特殊检查的方法。 

5.对典型病例的初步

诊断和治疗方法。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

教学目标、学生能力与教

学资源因材施教、因需施

教，应将三全育人理念和

课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采用任务驱动

和小组教学，以学生为主

体，坚持学中做、做中学，

使学生熟练掌握常见疾

病的诊断治疗技术。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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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系统检查；能正确进行各系统的

临床检查；能较熟练地进行血、粪、

尿的常规检验；掌握兽医临床上常

用的治疗技术及注意事项；掌握临

床上较为先进的仪器检查和诊断方

法；能对所得临床资料进行判断、

分析，并建立诊断；会正确进行病

畜登记和填写病历。  

动物疫

病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社

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

实事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

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

职和爱岗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能掌握传染病的发病

原理、病理变化诊断、治疗及防制

措施。使学生获取动物疾病防治理

论知识，掌握新技术、新方法。 

能力目标：能解决生产中常见疾病，

能提出合理方案控制疾病。 

动物各类疫病的病原、

流行规律、发病机理、

临床表现、病理变化诊

断及防制措施。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

教学目标、学生能力与教

学资源因材施教、因需施

教，应将三全育人理念和

课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利用虚拟软

件，采用任务驱动和理实

一体化教学，以学生为主

体，坚持学中做、做中学，

让学生熟练掌握动物疫

病的防治技术。 

64 

动物普

通病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社

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

实事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

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

职和爱岗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能掌握动物普通病的

发病原理、病理变化诊断、治疗及

防制措施。使学生获取动物疾病防

治理论知识，掌握新技术、新方法。 

能力目标：能解决生产中常见疾病，

能提出合理方案控制疾病。 

动物各类普通病的病

原、流行规律、发病机

理、临床表现、病理变

化诊断及防制措施。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

教学目标、学生能力与教

学资源因材施教、因需施

教，应将三全育人理念和

课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利用虚拟软

件，采用任务驱动和理实

一体化教学，以学生为主

体，坚持学中做、做中学，

让学生熟练掌握动物普

通病的防治技术。 

64 

智能化

养猪 

素质目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到课程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工匠精神。 

知识目标：应知养猪生产各个环节

的饲养要求和饲养方法。 

能力目标：能完成空怀母猪舍、妊

娠母猪舍、产房及肥育舍的岗位工

作。 

1.筹建智能化养猪场。 

2.品种鉴别与种猪选

择。 

3.种猪生产。 

4.仔猪生产。 

5.育肥猪生产。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

教学目标、学生能力与教

学资源因材施教、因需施

教，应将三全育人理念和

课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利用虚拟软

件，采用任务驱动和小组

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坚

持学中做、做中学，让学

生获得生猪养殖、企业经

营管理能力。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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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生产 

素质目标：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融入

到本课程的教学要求中，注重“术

道结合”；鼓励学生利用自己的所

学的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国家政策

宣传与推广、社会科学普及等有益

活动；在技术技能操作等环节，培

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在潜移默化中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综

合职业素养，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

神。 

知识目标：应知家禽饲养员的责任

和义务；应知家禽的生物学特性及

生理特点；应知禽场规划与设计的

基本理论知识；能辨别常见家禽品

种的外貌特性及其生产性能；懂得

孵化的技术要点；应知家禽的生活

习性及各阶段的饲养管理相关知

识。 

能力目标：应能熟练使用禽场生产

和孵化的工具及设备；应能熟练完

成家禽的孵化工作并能达到理想的

孵化率和健雏率；能进行家禽的饲

养管理，能科学控制饲养环境，提

供科学的日粮，达到理想的生产效

率。 

1.进行禽生产的筹备。 

2.进行家禽选种繁育。 

3.进行家禽的孵化。 

4.提出蛋鸡饲养的方

案并实施。 

5.提出肉鸡饲养的方

案并实施。 

6.提出水禽饲养的方

案并实施。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

教学目标、学生能力与教

学资源因材施教、因需施

教，应将三全育人理念和

课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利用虚拟软

件，采用任务驱动和小组

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坚

持学中做、做中学，让学

生获得禽类养殖、企业经

营管理能力。 

64 

草食动

物生产 

素质目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到课程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工匠精神。 

知识目标：熟练掌握牛羊生产的各

个环节。 

能力目标：能完成肉牛、奶牛、山

羊和肉兔的饲养管理工作。 

1.认识各种草食动物

产品。 

2.制定各阶段草食动

物的营养方案。 

3.制定乳、肉、役用牛、

羊的饲养方案。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

教学目标、学生能力与教

学资源因材施教、因需施

教，应将三全育人理念和

课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利用虚拟软

件，采用任务驱动和小组

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坚

持学中做、做中学，让学

生获得草食动物养殖、企

业经营管理能力。 

48 

3.专业实践课共 922学时，35.5学分，具体设置及要求如表 9所示。 

表 9  专业实践课设置及要求 

课程 

名称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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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剖

检综合

实训 

素质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

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

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知运用病理解剖知识，

对动物剖检的病理变化进行全面观

察、客观描述，以诊断及研究疾病。 

能力目标：能正确使用显微镜；能听

取动物的心音、胃肠音；能测定心率、

呼吸和体温；能完成动物剖检操作。 

1.动物剖检技术。 

2.病理变化的观察。 

3.猪的剖检。 

4.羊的剖检。 

5.禽的剖检。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

应将三全育人理念

和课堂思政内容贯

穿整个教学过程，采

用任务驱动和理实

一体教学，以学生为

主体，坚持学中做、

做中学，让学生熟悉

宠物的身体结构，掌

握正常机体的生命

代谢机能。 

28 

兽医基

础综合

实训 

素质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

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

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知动物病理学、药理学

知识。 

能力目标：能对动物疾病进行病理解

剖诊断，能对动物疾病开具处方及药

物组合治疗，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1.患病动物的给药途径。 

2.常用消毒药物的配制

和使用。 

3.处方的开具。 

4.常用药物制剂的配制。 

5.药物的物理性、化学性

配伍禁忌。 

6.动物尸体剖检。 

7.病理组织采取、保存与

送检病料。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

应将三全育人理念

和课堂思政内容贯

穿整个教学过程，采

用任务驱动和理实

一体教学，以学生为

主体，坚持学中做、

做中学，来动物机体

疾病的病因、发生、

发展过程，熟悉常用

的药物和生物制品

等药物的性状、主要

作用。 

28 

饲料检

验化验

综合实

训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社会主

义职业精神。根植生产绿色食品的理

念。 

知识目标：使学生掌握一般器械的准

备和使用方法；了解试剂的管理方法

与配制；掌握样品的采取和保存。掌

握用国标检测法检测饲料中各种成

分的技术与方法。掌握饲料成分检测

的基本知识，饲料产品质量的检验与

鉴定方法。 

能力目标：能够通过视觉和使用放大

镜观察饲料的外观特征；能够通过感

1.样本的采集与制备。 

2.饲料显微镜检查方法。 

3.饲料级氨基酸添加剂

真伪鉴别。 

4.饲料中水分含量的测

定。 

5.饲料中粗蛋白质的测

定。 

6.饲料中粗脂肪的测定。 

7.饲料中粗纤维的测定。 

8.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 

9.饲料中钙的测定。 

10.饲料中总磷的测定。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

应将三全育人理念

和课堂思政内容贯

穿整个教学过程，采

用任务驱动和理实

一体教学，以学生为

主体，坚持学中做、

做中学，来掌握各营

养成分的检测方法。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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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来鉴别饲料原料的特征气味、味道

和粒度、硬度、发霉、虫咬等；能够

通过体视显微镜观察饲料原料的特

征及检验掺杂掺假；具备饲料各种化

学成分检测的基本操作技能和项目

分析技能。 

11 饲料中水溶性氯化物

的测定。 

12.饲料中脲酶活性的测

定。 

13 油脂的酸价测定。 

动物繁

育综合

实训 

素质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

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

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知动物繁育方法及原

理。 

能力目标：能完成雌性动物发情鉴

定、繁殖控制、人工授精、分娩与接

产等繁殖管理操作。 

1.发情鉴定。 

2.采精技术。 

3.精液品质检查技术。 

4.精液稀释技术。 

5.精液保存技术。 

6.输精技术。 

7.妊娠诊断技术。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

应将三全育人理念

和课堂思政内容贯

穿整个教学过程，采

用任务驱动和理实

一体教学，以学生为

主体，坚持学中做、

做中学，来掌握动物

繁育技术。 

28 

兽医化

验综合

实训 

素质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

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

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知各种兽医实验室常规

仪器的正确操作使用和保养方法，应

知血、粪、尿常规检验原理和方法。 

能力目标：能完成血液、尿液、粪便

的检验，并正确判定结果。 

1.尿液常规检验。 

2. 肌酐的测定。 

3.红细胞检验。 

4.白细胞分类计数检

验。 

5.血液生化实验。 

6.粪便寄生虫卵的检

查。 

7.动物疫病的实验室诊

断技术。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

应将三全育人理念

和课堂思政内容贯

穿整个教学过程，采

用任务驱动和小组

教学，以学生为主

体，坚持学中做、做

中学，使学生熟练掌

握常见疾病的诊断

治疗技术。 

28 

动物疾

病防治

综合实

训 

素质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

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

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知疾病预防、诊断、扑

灭的具体方法。 

能力目标：应能完成各项疾病防控技

术的操作。 

 

1.疫病的病原学检测诊

断技术。 

2.疫病防控技术。 

3.动物疫病的诊疗技术。 

4.疫病的病原学检测诊

断技术。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

应将三全育人理念

和课堂思政内容贯

穿整个教学过程，利

用虚拟软件，采用任

务驱动和理实一体

化教学，以学生为主

体，坚持学中做、做

中学，让学生熟练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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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动物疾病的防治

技术。 

养殖技

术综合

实训 

素质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

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

敬业的专业情操；根植绿色养殖理

念。 

知识目标：应知畜禽生产的工艺流

程、饲养管理方法、综合防疫及经营

管理技术。 

能力目标：能完成各类畜禽的饲养管

理操技术操作。 

1.猪场生产实习实训。 

2.禽场生产实习实训。 

3.牛羊生产实习实训。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

应将三全育人理念

和课堂思政内容贯

穿整个教学过程，利

用虚拟软件，采用任

务驱动和小组教学，

以学生为主体，坚持

学中做、做中学，让

学生获得畜禽养殖、

企业经营管理能力。 

56 

毕业设

计 

素质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

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

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知畜禽生产的工艺流

程、饲养管理方法、综合防疫及经营

管理技术。 

能力目标：能完成各类畜禽的饲养管

理操技术方案的制定。 

1.毕业设计选题。 

2.毕业设计任务书。 

3.毕业设计开题。 

4.毕业设计撰写。 

5.毕业设计中期检查。 

6.毕业设计修改与定稿。 

7.毕业设计答辩。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

应将三全育人理念

和课堂思政内容贯

穿整个指导过程，让

学生掌握撰写饲养

管理、疾病防治等各

类方案的方法。 

112 

顶岗实

习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社会

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生的工匠精

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态

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精的职业

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敬业的专

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知当前畜牧业发展的动

态，应知畜牧业的生产管理方式与常

见疾病防治方法。 

能力目标：能完成各类畜禽的饲养管

理操技术操作。 

1.畜牧管理。 

2.畜禽饲养。 

3.常见疾病防治技术。 

4.兽药与饲料生产与市

场营销。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

应将三全育人理念

和课堂思政内容贯

穿整个实习指导过

程，让学生通过跟岗

或顶岗实习，获得畜

禽养殖、企业经营管

理能力。 

528 

4.专业选修课共 240学时，15学分，具体设置及要求如表 10所示。 

表 10  专业选修课设置及要求 

课程 

名称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

时 

畜牧场规 素质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1.环境诸因素对畜禽的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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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设计 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

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

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有畜牧场规划与设计基

本知识。 

能力目标：应能科学选择规划畜牧场

布局，应具调查、评价并改善畜牧场

环境状况的能力，应能科学地资源化

利用畜禽粪便。 

作用。 

2.畜、禽舍小气候的改

善与控制。 

3.畜禽舍建筑设计。 

4.畜牧场废弃物的处理

与利用。 

5.饮水卫生质量鉴定。 

6.畜禽场的规划与设

计。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材

施教、因需施教，应

将三全育人理念和课

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采用任务

驱动和小组教学，以

学生为主体，坚持学

中做、做中学，能根

据实际要求进行畜禽

场的规划与设计。 

畜牧管理

技术 

素质目标：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形成

职业行为能力，同时提高学生的创业

精神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节能减

排、统筹兼顾的大局意识。 

知识目标：基本了解畜牧业经济形式

与经营方式；掌握畜牧业产业化与现

代化的概念、意义、内容与特征；掌

握畜牧业经营预测与决策的方法；掌

握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与方

法；熟悉畜产品市场营销的特点；掌

握畜牧业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的分析

与评价方法。 

能力目标：能进行畜产品市场调查、

经营预测、经营决策；能编制畜牧业

企业的生产计划；能拟订畜牧业经济

合同；能进行畜牧业生产经济分析与

预测；能进行畜牧业经济核算与经济

效果评价。 

1.资料整理，基本统计

量计算和分析，畜牧兽

医试验设计。 

2.畜牧场生产计划制订

的程序和方法。 

3.市场调查、预测、市

场营销、经济合同、售

后服务、资金核算、成

本核算、盈利核算和公

共关系等。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材

施教、因需施教，应

将三全育人理念和课

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采用任务

驱动和小组教学，以

学生为主体，坚持学

中做、做中学，让学

生获得畜牧生产经营

管理能力。 

48 

专业英语 

素质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

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

敬业的专业情操。敢于用英语进行交

流与沟通；具有文化传播意识，尊重

异国文化。 

知识目标：掌握专业英语表达常见词

汇、句型、常用英语语法以及日常办

公常用写作类型，同时掌握有效学习

方法、社交礼仪和中西文化差异提高

综合文化素养； 

能力目标：能阅读专业英语短文；能

1.专业英语及其特点。 

2.专业英语的翻译特

点。 

3.科技英语的写作技

巧。 

4.专业英语范文。 

采用现代教学手段，

把思政元素贯穿于英

语课堂教学过程中，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

生能借助辞典阅读和

翻译有关英语业务资

料，在涉外交际中进

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

交流，并具备一定的

自主学习能力和语境

应变能力。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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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交际、工作中用英语进行简单

沟通。 

动物检疫

检验技术 

素质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

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

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知动物检疫的范围、分

类、特点等基本知识。 

能力目标：能够运用动物检疫技术开

展动物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检疫组织，

完成各项检疫任务。 

1.动物检疫基础知识。 

2.国内动物检疫。 

3.出入境动物检疫。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材

施教、因需施教，应

将三全育人理念和课

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选用项目

教学、情景教学、案

例教学等教学方法，

使学生掌握动物检疫

的知识和技术。 

32 

动物产品

营销 

素质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

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

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知饲料、兽药及畜产品

销售的基本知识及策略。 

能力目标：能运用营销技能进行产品

营销，有售后服务的能力，具有稳定、

巩固和开发市场的能力。 

饲料、兽药及畜产品销

售的基本知识及策略。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材

施教、因需施教，应

将三全育人理念和课

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采用任务

驱动和小组教学，以

学生为主体，坚持学

中做、做中学，培养

学生的动物产品营销

能力。 

16 

动物食品

加工 

素质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

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

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知动物食品加工原理和

方法。 

能力目标：能完成动物食品加工生

产。 

1.原辅料的认知。 

2.腌制加工技术。 

3.干制加工技术。 

4.煮制加工技术。 

5.罐头加工技术。 

5.动物食品及产品研发

基本知识。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能力与教学资源因材

施教、因需施教，应

将三全育人理念和课

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采用任务

驱动和小组教学，以

学生为主体，坚持学

中做、做中学，让学

生熟练掌握动物食品

加工技术。 

32 

畜牧兽医

法规与行

政执法 

素质目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到课程的教学中，树立学生正确的

科学观。 

知识目标：熟练掌握畜牧兽医相关法

规。 

1.动物防疫法。 

2.食品安全法。 

3.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法。 

4.兽医卫生行政法。 

5.兽医卫生行政执法。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目标、学生能力

与教学资源因材施

教、因需施教，应将

三全育人理念和课堂

思政内容贯穿整个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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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能知法，懂法，在基层宣

传畜牧兽医相关法规知识。 

学过程，采用项目教

学、情景教学、案例

教学等方式，达到该

课程的教学目标。 

宠物美容

技术 

素质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培养严谨认真和实事

求是的态度；培养积极探索和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培养立足本职和爱岗

敬业的专业情操。 

知识目标：应知宠物美容的要求和方

法。 

能力目标：能完成所有宠物的基本美

容操作；能完成贵宾、比熊、雪纳瑞

等常见宠物犬被毛的造型修剪；能对

宠物皮肤病、体外寄生虫、耳螨等疾

病进行简单处理。 

1.宠物美容。 

2.宠物美容设备工具及

用品。 

3.一般宠物的美容技

法。 

4.特定宠物的美容技

法。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目标、学生能力

与教学资源因材施

教、因需施教，应将

三全育人理念和课堂

思政内容贯穿整个教

学过程，采用翻转课

堂、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理实一体化教

学等方法，以学生为

主体，坚持学中做、

做中学，让学生掌握

宠物美容操作技能。 

48 

八、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教学进程 

教学进程安排如表 11所示。 

表 11 教学进程表 

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总学时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综合

实训

安排 

考核

方式 
课程性质 

课 程

类别 
备注 

第一

学期 

思想道德与法治 SZ199001 48 3 48   考查 公共必修课 A  

公共英语 RW199001 48 3 48   考试 公共必修课 A  

体育与健康（一） TY199001 24 1.5  24  考查 公共必修课 C  

信息技术 XX199002 32 2 16 16  考查 公共必修课 B  

心理健康教育（一） SZ199007 16 1 10 6  考查 公共必修课 B  

军事理论 QT597003 36 2 36   考查 公共必修课 A  

形势与政策 SZ199011 8 0.5 8   考查 公共必修课 A  

应用化学 DK297003 64 4 32 32  考试 专业必修课 B  

动物解剖生理 DK297005 80 5 40 40  考试 专业必修课 B  

动物剖检技术综合实训▲ DK297006 28 1.5  28 1 周 考查 专业必修课 C  

军事技能▲ QT199002 112 2  112 3 周 考查 公共必修课 C  

入学教育 QT199001 28 1 28  1 周 考查 公共必修课 A  

小计  524 26.5 266 258 5 周     

第二

学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SZ199002 64 4 48 16  考试 公共必修课 B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RW199010 48 3 48   考试 公共必修课 A  

体育与健康（二） TY199002 32 2  32  考查 公共必修课 C  

心理健康教育（二） SZ199008 16 1 10 6  考查 公共必修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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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总学时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综合

实训

安排 

考核

方式 
课程性质 

课 程

类别 
备注 

公共任选课  32 2 32   考查 公共任选课   

形势与政策 SZ199011 8 0.5 8   考查 公共必修课 A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SZ199019 24 1.5 24   考查 公共必修课 A  

动物营养与饲料 DK218001 64 4 32 32  考试 专业必修课 B  

动物病理 DK297009 48 3 24 24  考试 专业必修课 B  

动物药理 DK297010 32 2 16 16  考试 专业必修课 B  

兽医基础综合实训▲ DK218010 28 1.5  28 1 周 考查 专业必修课 C  

饲料检验化验综合实训▲ DK218011 56 3  56 2 周 考查 专业必修课 C  

小计  452 27.5 242 210 3 周     

第三

学期 

体育与健康（三） TY199003 32 2  32  考查 公共必修课 C  

形势与政策 SZ199011 8 0.5 8   考查 公共必修课 A  

公共任选课  32 2 32   考查 公共任选课   

创业基础 QT598008 32 2 32   考查 公共必修课 A  

劳动实践 QT199020 16 1  16  考查 公共必修课 C  

动物微生物 DK297007 48 3 24 24  考试 专业必修课 B  

动物繁育技术 DK218002 64 4 32 32  考试 专业必修课 B  

兽医临床诊疗技术 DK218003 64 4 32 32  考试 专业必修课 B  

专业任选课（动物产品营销 16、畜

牧兽医司法与执法 16） 

DK297016

DK322001 
32 2 16 16  考查 专业任选课 B  

专业任选课（畜牧场规划与设计) DK297015 48 3 24 24  考试 专业任选课 B  

兽医化验综合实训▲ DK218012 28 1.5  28 1 周 考查 专业必修课 C  

动物繁殖综合实训▲ DK218013 28 1.5  28 1 周 考查 专业必修课 C  

小计  432 26.5 200 232 2 周     

 

第四

学期 

体育与健康（四） TY199004 24 1.5  24  考查 公共必修课 C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SZ199015 32 2 32   考查 公共必修课 A  

公共任选课  32 2 32   考查 公共任选课   

形势与政策 SZ199011 8 0.5 8   考查 公共必修课 A  

专业任选课（专业英语) RW199002 48 3 48   考查 专业任选课 A  

动物疫病 DK218004 64 4 32 32  考试 专业必修课 B  

智能化养猪 DK218007 64 4 32 32  考试 专业必修课 B  

禽生产 DK218008 64 4 32 32  考试 专业必修课 B  

专业任选课（动物食品加工 16、中

兽医技术 16） 

DK317001

DK297017 
32 2 16 16  考查 专业任选课 B  

动物疾病防治综合实训▲ DK297011 28 1.5  28 1 周 考证 专业必修课 C  

养殖技术综合实训▲ DK297008 56 3  56 2 周 考查 专业必修课 C  

小计  452 27.5 232 220 3 周     

第五

学期 

草食动物生产 DK218009 48 3 24 24  考试 专业必修课 B  

动物普通病 DK218005 64 4 32 32  考试 专业必修课 B  

专业任选课（畜牧管理技术 48、动

物检疫检验技术 32） 

DK218006

DK297017 
80 5 40 40  考查 专业任选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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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总学时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综合

实训

安排 

考核

方式 
课程性质 

课 程

类别 
备注 

毕业设计▲ QT199003 112 4  112 4 周 考查 专业必修课 C  

小计  304 16 96 208 4 周     

第六

学期 

毕业顶岗实习▲ QT199004 528 18  528 
6 个

月 
考查 专业必修课 C  

小计  528 18  528      

第二课堂成绩单   4        

合计  2692 146 1036 1656      

备注：（1）每学期全程教学周数为 20周。 

（2）综合实训课程名后标注“▲”。 

（3）课程考核课时计入该门课程教学总课时。 

（4）第二课堂成绩单（校园文化活动、科技活动、社会实践、社会工作等学生素质拓

展活动评价）由学院团委组织实施考核评价。 

（二）学期学时分配和实践学时占比情况 

学期学时分配和实践学时占比情况如表 12所示。 

表 12 学期学时分配与实践学时占比表 

学期 理论课时 实践课时 总学时 总学分 实践课时占比 

第一学期 266 258 524 26.5 49.2% 

第二学期 242 210 452 27.5 46.5% 

第三学期 200 232 432 26.5 53.7% 

第四学期 232 220 452 27.5 48.7% 

第五学期 96 208 304 16 68.4% 

第六学期  528 528 18 100% 

第二课堂成绩单    4  

合计 1036 1656 2692 146 61.5% 

注：专业任选课开课情况，以每学期实际开课课时计算。 

（三）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比例情况 

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比例情况如表 13所示。 

表 13  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比例表 

课程 

分类 

公共必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任选课 公共任选课 
第二课堂

成绩单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分 

第一学期 352 16 172 10.5     
4 

第二学期 192 12 228 13.5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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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期 88 5.5 232 14 80 5 32 2 

第四学期 64 4 276 16.5 80 5 32 2 

第五学期   224 11 80 5   

第六学期   528 18     

合计 696 37.5 1660 83.5 240 15 96 6 4 

学时占比 25.9% 61.6% 8.9% 3.6%  

注：专业任选课开课情况，以每学期实际需开课课时计算。 

九、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专业师资的配备与要求 

具有相对稳定、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畜牧兽医专业师资配备的建议比例如下： 

专业生师比：18:１ 

专兼职教师比：1:1 

专任教师职称比例：高级:中级:初级=30% : 50% :20% 

双师资格：专任教师“双师”结构达到 90%以上。 

学历要求：专任教师本科学历以上，兼职教师大专学历以上。 

2.专业带头人要求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师德风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2）具备高职教育认识能力、专业发展方向把握能力、工学结合课程开发能力、教研

教改能力、学术研究尤其是应用技术开发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3）具有较高的专业学术水平，副高以上职称，熟悉养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职业

发展动态，准确把握畜牧兽医专业的发展方向。 

（4）具备教研教改能力和经验，具有先进的教学管理经验。 

（5）具备较强专业水平、专业能力，具备创新理念。 

（6）成为专业建设的领头人，具备最新的建设思路，主持专业建设各方面工作。 

（7）能够指导骨干教师完成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各方面的工作。 

（8）能够牵头专业核心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9）能够主持及主要参与应用技术开发课题。 

（10）有一定的相关企业经验，具有较强的现场生产管理组织经验和专业技能，能够解

决生产现场的实际问题。 

3.专任教师要求 

（1）具有动物营养与饲料、畜禽繁育、畜禽饲养和疾病防治、动物微生物检疫等其中

一项专业特长。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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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课程整体设计能力和项目驱动或任务引领教学方法应用能力。 

（4）具有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能够有效的开展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5）具有 2年以上的实践工作经历，能够正确处理实践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4.兼职教师要求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热爱职业教育。 

（2）在本专业相关企业生产一线从事技术工作 5年以上。 

（3）在养殖企业取得中级以上职称的畜牧师、兽医师。 

畜牧兽医专业的专兼师资配备建议（以 40人一个班，一个年级 3个班，专业共 9个班

为例）：建议专任教师配置 18人，兼职教师配置 18人。 

（二）教学设施 

1.教室要求 

教室要求配备多媒体设备。 

2.校内实训室标准班的配置要求 

畜牧兽医专业的校内实践教学条件配备建议（以 40人一个班为例）见表 14。 

表 14  校内实训室标准班的配置一览表 

序

号 

实验实训室

名称 

配置设备及数量 
对应课程 主要功能 

1 

动物营养与

饲料分析中

心 

氧弹式测热计 1 台、KDN-20 蛋白消化炉、UDK142 全

自动凯氏定氮仪及配套设备 4 台/套、粗纤维测定仪

及配套设备 4 台/套、LC98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1 台、

水份测定仪或恒温干燥箱等配套设备 4 台 

动物营养与饲料 

智能化养猪 

禽生产 

草食动物生产 

测定饲料成分 

畜禽饲料配方 

2 
动物流行病

监控中心 

无菌操作台、YXG 真空干燥箱 4台/套、ASI 型自动菌

落计数仪 6 台、AT838 自动酶标仪 4 台、YR 系列全自

动去离子水发生器、超纯水器 2 台 

动物微生物 

兽医临床诊疗技术 

病料采集微生

物分离、鉴定、

动物病原体快

速检测等 

3 动物医院 

XDC-1 可移动紫外线消毒车 2 台。M285161 型动物手

术床、无影灯 4 台/套、家畜诊断及治疗器械 10 套、

KJ2000X 便携式 B 超仪 1 台/套、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1

台/套、尿液分析仪 1 台/套、血液生化分析仪 1 台/

套、电解质分析仪 1 台/套、兽用超声诊断仪 1 台/

套、心电图机 1 台/套、六柱栏 2 台/套 

兽医临床诊疗技术 

动物疫病 

动物普通病 

动物外科手术、

畜禽疾病防治 

4 
兽医临床诊

断实训室 

家畜疾病诊断软件、药品冷藏冷冻箱、全自动血液分

析仪 3 台/套、尿液分析仪 3 台/套、血液生化分析仪

3 台/套、电解质分析仪 3 台/套、倒置生物显微镜等

40 台 

动物微生物 

兽医临床诊疗技术 

畜禽疾病诊断、

防治 

5 

动物病理药

理分析实训

室 

显微镜 40 台，恒温培养箱 2 台、酶标仪 4 台、病理

解剖器械 20 套、切片机 4 台、显微图像投影仪和分

析系统 1 套 

动物病理 

动物药理 

动物疫病 

动物普通病 

动物病理药理

分析，病毒、抗

体检测 

6 畜牧实训室 

猪、牛、羊、禽人工授精器械 10 套、微电脑智能控

制全自动孵化机 2 台、肌内脂肪测定仪 2 台、牛乳测

定仪 2 套、猪、牛、羊、禽体尺测量器械 10 套、动

物妊娠诊断仪 2 台 

动物繁育技术 

畜牧场规划与设计 

智能化养猪 

禽生产 

猪、牛、羊、禽

人工授精技术、

禽蛋孵化实训、

动物妊娠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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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验实训室

名称 

配置设备及数量 
对应课程 主要功能 

草食动物生产 畜牧场规划与

设计 

7 实习农牧场 
猪栏 2 间、禽舍 2 间、牛栏 1间、羊舍 1 间、年生产

能力 50 吨的饲料加工厂、药品器械房 2 间 

动物营养与饲料 

智能化养猪 

禽生产 

草食动物生产 

饲料加工、养

猪、养禽、养牛、

养羊 

3.校外实习基地的基本条件与要求 

畜牧兽医专业的校外实习基地的基本条件与要求见表 15。 

表 15  校外基地标准班配置一览表 

序

号 
实习基地名称 基本条件与要求 实习内容 

接收

人数 

1 湖南新五丰集团 

拥有年产销 50 万头规模商品猪场、年产

销 30 万吨大型饲料厂、种猪场、饲料检

测中心、动物疫病检测中心 

饲料生产与销售、养

猪与猪病防治、猪病

检测 

30 

2 
湖南鑫广安农牧股

份有限公司 

拥有年产 30 万吨饲料厂、种猪场、商品

猪场及饲料检测中心、牲猪屠宰场 

饲料生产与销售、养

猪与猪病防治、动物

检疫 

30 

3 
湖南天心种业有限

公司 

拥有年产 15 万吨饲料厂、种猪场、商品

猪场及饲料检测中心、牲猪屠宰场 

养殖、兽医、饲料生

产与销售、动物检疫 
30 

4 湘佳牧业有限公司 
拥有年产 25 万吨饲料厂、种猪场、商品

猪场及饲料检测中心、牲猪屠宰场 

养殖、兽医、饲料生

产与销售、动物检疫 
30 

5 
湖南佳和牧业有限

公司 

拥有年产 15 万吨饲料厂、种猪场、商品

猪场及饲料检测中心、牲猪屠宰场 

养殖、兽医、饲料生

产、动物检疫 
30 

6 
湖南优卓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 
拥有牛奶加工生产线、奶牛场 

养殖、兽医、动物检

疫 
30 

7 
双胞胎集团湖南分

公司 

拥有年产 80 万吨饲料厂、种猪场、商品

猪场 

养殖、兽医、饲料生

产、动物检疫 
60 

8 湖南省原种猪场 1200 头基础母猪、120 头种猪 
种猪生产、猪的繁殖

（人工授精） 
10 

9 正虹原种猪场 2000 头基础母猪、200 头种猪 
种猪生产、猪的繁殖

（人工授精） 
10 

10 宁乡温氏集团 
拥有年产 40 万吨饲料厂、蛋鸡场、孵化

场 

养殖、兽医、饲料生

产、动物防疫 
40 

11 
湖南光大牧业科技

有限公司 
拥有牛奶加工生产线、奶牛场 草食动物养殖 10 

12 正大长沙有限公司 年生产 25 万吨饲料厂 饲料生产与销售 10 

13 
湖南大北农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年生产 30 万吨饲料厂 饲料生产与销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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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九鼎饲料科技有限

公司 
年生产 20 万吨饲料厂 饲料生产与销售 10 

15 北京伟嘉集团 拥有年生产 35 万吨饲料厂、兽药生产线 
饲料、兽药生产及营

销 
10 

16 中岸生物有限公司 拥有疫苗生产线、兽药生产线 生物药品生产与营销 10 

17 
长沙拜特生物科技

研究所 
拥有动物药品、免疫及耳标生产线 兽药生产及营销 8 

18 
长沙金方堂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拥有兽药生产线 兽药生产及营销 5 

19 
湖南五指峰生化有

限公司 
拥有兽药生产线 兽药生产及营销 5 

20 
湖南润邦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拥有兽药生产线 兽药生产及营销 5 

（三）教学资源 

畜牧兽医专业所授课程的教材参考三类，第一类是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职业

教育“十三五”及其以后的规划教材，第二类是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 21 世纪农业部高职

高专规划教材，第三类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畜牧兽医专业实施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体系，必备专业教学资源库。以智慧职教资源库

为平台，建立畜牧兽医专业教学资源库。资源库包括：专业标准资源包、专业素材资源包、

专业课程资源包。畜牧兽医专业教学资源库的主要配备建议见表 16。 

表 16  专业教学资源库配备要求 

大类 资源条目 说    明 备注 

专业标准

资源包 

专业介绍 
专业特色、职业面向、就业岗位群、就业形势及用人单位满意度

等。 

专业基本

配置 

人才培养方

案 

主要包括：专业目标、专业面向的职业岗位分析、专业定位、专

业能力分析、课程体系、核心课程描述等。 

课程标准 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授课计划 近三年实施的专业授课计划。 

专业素材

资源包 

文献库 

主要包括：与专业相关的图书、报纸、期刊、学术会议资料、学

位论文、法律法规、技术资料以及国家、行业或企业标准等资源，

形成规范数据库，为相关专业提供文献资源保障。 
专业特色

选配 微课视频库 
主要包括：教学视频、操作视频、综合实训视频及学生学习过程

视频等。 

图片库 
主要包括：专业标准、课程标准研讨与论证、各种教研活动、外

出培训、经验交流、校内外实训基地、学生活动等方面的图片。 

专业课程

资源包 

教学资料 
主要包括：课程标准、活页式教材、试题（试卷）库、任务书、

授课计划等资料。 专业特色

选配 
教学资源 

主要包括：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网络教学资源、教学视频、

操作视频、图片集、案例集等。 

（四）教学方法 

畜牧兽医专业的任教教师应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要求、学生能力与教学资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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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施教、因需施教，应将三全育人理念和课堂思政内容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采用翻转课堂、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理实一体化教学、任务驱动教学、案例教学、项目教学等方法，以学

生为主体，坚持学中做、做中学，以达成预期教学目标。 

（五）学习评价 

1.二级学院要求课程负责人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制定

学习评价标准，由企业、学校等多方共同参与制定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评价办法。  

2.考核 在考核中强调对能力的考核，体现对综合素的评价。本专业采用“过程考核+

结果考核”考核方式，其中，学习过程采用建“自评+互评+教师评价”方式评价，主价方式

包含三个环节，一是收集反映教学效果的有关信息资料，包括出勤、作业、提问、实验实训

告等，二是根据信息资料所反映的教学状况做出及时反馈，三是自主学习能力和协作学习过

程中做出的贡献。结果考核包含技能测试、试卷测试等，比例分别为 40%和 60%。获得职业

资格证书可替代相应课程。 

3.企业实训的评价要以企业评价为主，吸收岗位评价标准，听取指导教师的意见，增加

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评价内容。企业实训的评价由企业评价和指导教师评价构成，比例分别

为 70%和 30%。 

（六）质量管理 

1.构建“修业精神”与“隆平精神”有机融合、校内培养与社会实践有效衔接的德育教

育体系，以《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测评体系（试行）》为标准，制订《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标准》，培养学生职业道德；依托第三方机构，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评价，不断优化

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体系。 

2. 引入第三方评价， 以数据分析为依据，以“外诊内改”为途径，依托学校“五三一”

持续诊断改进体系，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专业调研、人才培养

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质量标准的建设，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3.根据《学校专业教学质量诊断与持续改进实施方案》，制定专业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

的具体要求；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加强日学教学组织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

质量诊断与改进。学校和二级学院组建教学督导小组，负责对教学常规、教学效果的检查考

核，并对教学过程和各环节实行实时评价与反馈；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4.完善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和社会评价机制，二级学院通过定期对毕业生跟踪、问卷调

查、座谈会等方式，获取相关信息及反馈意见，及时对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业情况等

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5.二级学院定期召开专业教学委员会会议，对教学质量进行诊断并提出持续改进措施；

专业教研室充分运用评价分析结果，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内容，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

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十、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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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思想政治表现考核合格，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完成规定课程学习，获得 146 总学分，

具体毕业学分要求见表 17。 

表 17 毕业学分要求表 

序  号 课 程 类 型 学 分 

1 公共必修课 37.5 

2 专业必修课 83.5 

3 专业任选课 15 

4 公共任选课 6 

5 第二课堂成绩单 4 

总    计 146 

十一、附录 

人才培养方案变动申请表。（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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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变动申请表 

二级学院  专  业  年   级  

申请单位  申请人  申请时间  

调整前 

的课程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开课 

单位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考

核 

方

式 

学

期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调整后 

的课程 

          

          

增开 

新课程 

          

          

其他 
 

 

变动原因（附变动论证报告） 

 

                                                                                  

   专业负责人签字：             二级学院（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相关二级学院（部）意见 

 

                                 二级学院（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处长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主管副院长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1.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原则上不允许变动。 

2.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变动申请表必须有专业负责人、二级学院院长签字，并附加变动论证报告。 

3.增开新课程、课程名称调整、学时、学分调整，必须同时送交课程简介和课程标准。 

4.变动申请表各单位签署意见后一式三份，申请单位一份，相关二级学院一份，教务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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