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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改善《饲料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方面进行深入改革,将课程思政

元素深度融入《饲料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在教学过程中,将案例式教学、研讨式教学、情境式教

学和参与式教学等教学方式引入课堂教学,并结合《饲料学》课程性质,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并将

其融入教学环节,做到润物细无声,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综合素养和能力和思想政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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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Feed
 

Science"
 

course,
 

this
 

paper
 

carried
 

out
 

in-depth
 

reforms
 

in
 

terms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deeply
 

integrat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Feed
 

Science"
 

cours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we
 

introduce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case
 

teach-
ing,

 

seminar
 

teaching,
 

situational
 

teaching
 

and
 

participatory
 

teaching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combines
 

the
 

nature
 

of
 

the
 

"Feed
 

Science"
 

course,
 

deeply
 

excav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and
 

integrates
 

them
 

into
 

the
 

teach-
ing

 

process,
 

so
 

as
 

to
 

moisten
 

things
 

silently.
 

This
 

improves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evel,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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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

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
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

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

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自此,全国各高校均全

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将课程作为“三全育人”的载

体,使教师不仅承担起传道解惑授业的主要任务,还
在学生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塑造中发挥重大

作用,真正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中,做到了润物

细无声,立德树人。

1 课程的教学任务和目标

《饲料学》是动物科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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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是建立在动物营养理论基础知识之上的紧密围

绕动物生产又直接为养殖业服务的一门应用科学,
其任务是阐述饲料的种类和营养特性,针对各种动

物的营养需要科学而经济地用各种饲料组成饲粮,
为饲料工业提供配合饲料的科学配方。

本课程教学中,要求学生掌握饲料营养价值评

定技术、饲料分类与各类饲料营养特性、配合饲(日)
粮的原则和方法及配合饲料的有关内容,并能根据

动物营养的基本规律、动物饲养标准、各类饲料及原

料的营养特性及营养价值,设计能基本满足动物营

养需求的饲(日)粮配方,以使动物能充分发挥其生

产潜力,有效地利用饲料,提高养殖业的经济效益。
课程通过对各类饲料原料的分类、各类饲料原料的

营养特性和饲喂价值、各类配合饲料产品的特性及

应用等的讲授,实现以下目标:学生通过全面了解饲

料行业的发展状况,掌握我国配合饲料加工行业取

得的成就,树立现代化养殖业和配合饲料加工行业

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安全生产等可持续发展观念;
学生系统掌握各类饲料原料的特性,并掌握配合饲

料生产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生产技能,能够在规模化、
集约化和商品化条件下从事有关配合饲料的科研、

19畜牧兽医杂志    第42卷    第2期    2023年



生产、管理和销售等方面的工作;培养学生实践操作

能力和配合饲料生产方面的宏观决策能力,特别是

培养学生的产业化发展与经营观念,以适应我国配

合饲料产业化发展的新形势。

2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和案例设计

2.1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课程思政要求教师在课堂讲授知识的过程中,
将对学生思想品德修养的提升、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和世界观的塑造以及严谨的科学素养等进行潜移默

化的传授,能够向学生传递高尚的爱国主义、创新精

神、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等情操,因此,需要在教学

中结合课程教学内容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结合

《饲料学》课程的特点,寻找课程思政的自然融入点,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如我国动物营养与饲料科

学邻域科学家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爱国主义情怀、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自然科学学习和研究

中严谨的作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基本观念、
环境友好型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畜牧业行业的建立、
缓解“人畜争粮”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都是可深

入挖掘的课程思政基本元素,而且还能在课堂教学

的进程中自然融入,为学生传递正能量。
2.2 课程思政案例设计

课程教授过程中,思政元素必须与授课内容有机

结合,课程思政案例必须生动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引起学生的共

鸣,才能做到润物细无声,才能潜移默化的向学生传

递高尚的情操。表1是《饲料学》在授课过程中,深入

挖掘的课程思政元素以及建立的各种案例。

表1 《饲料学》课程思政融入点及案例

教学单元 授课要点 思政融入点

第一章
  

绪论
了解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及学科发展情况,研究内
容、地位和作用,同时明确该课程与其他学科的
关系。

介绍我国科学家在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领域取得
的伟大成就和爱国主义 情 怀,激 发 同 学 的 学 习
热情。

第二章
  

饲料营养
价值评定

评定饲料营养价值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能量、
蛋白质、矿物质元素和维生素营养价值评定的方
法;各类营养物质的含量与饲料营养价值的关系。

动物机体养分消化代谢的平衡机理,理解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第三章
  

饲料分类
饲料分类的两类方法,包括特点及编码体系。国
际饲料分类法和我国饲料分类法的分类原则和
方法。

科学严谨的态度是自然科学学习的基础,帮助同
学建立基本科学素养。

第四章
  

青绿饲料
青绿饲料的概念、营养特性、饲喂价值、优缺点、使
用注意事项、地位和发展前景。青绿饲料的种类
及其营养价值特点。

青绿饲料是饲料原料中最重要的一个种类,向同
学展示平衡利用的重要性,帮助同学建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基本观念。

第五章
  

粗饲料

青干草的概念、干草调制过程、调制过程对饲料营
养价值的影响、干草的营养特性和饲喂价值、地位
及发展前景。粗饲料的来源和种类、营养价值特
点、加工调制方法。

紧密结合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阐明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种植业中的废弃物,在
养殖业中也可以变废为宝。

第六章
  

青贮饲料
青贮饲料的概念、青贮原理,青贮过程,青贮的关
键技术,青贮调制对饲料营养价值的影响,营养特
性、饲喂价值和使用注意事项。

阐述自然界万物和谐共存的原理,养殖业中的饲
草料调制,也可以借助微生物的发酵作用,使其朝
着向畜牧业发展有利的方向前进。

第七章
  

能量饲料
谷物籽实、谷物加工副产物、块根、块茎及瓜果饲
料等的营养特性;油脂和糖蜜的添加目的、营养特
性和使用注意事项等。

将怎样解决“人畜争粮”这个矛盾向学生提出,通
过讨论引导,帮助同学建立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
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观念。

第 八 章
  

蛋 白 质
饲料

植物性、动物性、非蛋白氮和微生物蛋白质饲料的
营养特性、抗营养因子、饲喂价值、质量标准和使
用注意事项。

蛋白质是一切生命体的基础,帮助同学理解平衡
各养分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提高利用率以降低对
环境的污染,做到可持续发展。

第 九 章
  

矿 物 质
饲料

常量矿物质饲料、微量矿物质饲料和天然矿物质
饲料。

对不可再生性资源,如何提高利用率,实现可持续
发展。

第十章
  

添加剂 营养性饲料添加剂和非营养性饲料添加剂的主要
种类和作用。

非营养性饲料添加剂使用时,如何保障人类的健
康,如何规范使用等,引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讨论。

第 十 一 章
  

饲 料
卫生

饲料源性和非饲料源性有毒有害成分造成的危害
及注意事项

“绿色”、“环保”、“无公害”、“可 持 续 发 展”的 重
要性。

第十二章
  

日粮、饲
粮、饲粮配方与配
合饲料

日粮、饲粮和配合饲料等相关概念,饲料配合的依
据和应遵循的原则,饲料配方的计算方法,配合饲
料的种类和相互关系等

“平衡”的重要性,它是保障动物健康、生长发育、
高产的重要环节,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
理论。

第 十 三 章
  

饲 料
资源

饲料资源现状、开发利用的基本途径及开发应注
意的问题。 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造福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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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学》的课堂教学中,课程思政元素的引入

和案例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教学效果,也引发了学生

的共鸣,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绪论中,介绍动物

营养与饲料科学发展历史和现状及未来趋势时,着
重介绍我国动物营养科学家取得的伟大成就,尤其

是甘肃农业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专业的奠基

人,也是我国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专业主要奠基人

的杨诗兴先生和彭大惠先生,谢绝英国和美国的良

好待遇,响应盛彤笙先生的建议毅然回国建设祖国

和西北地区,杨诗兴先生还在朝鲜战场上为饲养战

马服务,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展现了伟大的爱国主

义情怀,这些生动的实例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爱国

信念,让他们树立努力钻研科学报效祖国的决心;青
绿饲料的讲解中,除了围绕青绿饲料的营养特性、饲
喂价值以及利用注意事项等重点内容外,还着重向

学生传递这种可再生饲料资源平衡利用的重要性,
以及建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

观;粗饲料的授课过程中,除介绍粗饲料的种类、营
养特性和不利于动物消化利用的纤维特性之外,还
可以结合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对立统一的关系,阐述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种植业中的废弃物,在养殖

业中也可以变废为宝,农作物副产品饲料化转化也

是开发反刍动物饲料资源的一个很重要策略;讲解

能量饲料时,在介绍完能量饲料的分类、营养特性、
饲喂价值和使用注意事项后,采用讨论式教学方式,
向学生提出问题:“如何解决‘人畜争粮’问题?”,同
时也引导学生建立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的基本观念;日粮、饲粮、饲料配方与配合饲料

和饲料资源这两个章节授课时,在详细讲解日粮、饲
粮和配合饲料等相关基本概念、配合饲料的基础和

饲料配方的设计原则以及饲料资源的利用现状和开

发利用的途径等的基础上,还要向学生传递“平衡”
理论的重要性,是保障动物健康、生长发育和高产的

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经,造福子

孙后代。

3 结语

在近两年的《饲料学》课程授课过程中,由于引

入了课程思政元素和案例,使得学生的主动学习积

极性和兴趣大幅度提高,有效提升了教学效果。同

时,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方式,向学生有效传递了

爱国主义情怀、严谨的科学作风、工匠精神和创新精

神等,对学生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也起到

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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