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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兽医内科学是动物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动物临床医学的支柱课程,在全面实施课程思

政的大背景下,系统分析兽医内科学的课程地位、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实施

路径等问题,创造性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兽医内科学教学有机融合,可以充分发挥兽医内科学课程

的育人功能,从而实现以专业课程为依托培养新时代高水平、高素质兽医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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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就要充分利用好课程思政这一主渠

道。《兽医内科学》作为动物医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必

修课,在学生专业素质、能力培养过程中具要重要地

位,有效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课程建设和教学

设计当中,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构筑起全员、全
程、全课程育人格局,可以确保《兽医内科学》课程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育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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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兽医内科学》在动物医学专业课程中的

地位和课程教学特点

  《兽医内科学》课程是动物医学专业必修课,也
是动物临床医学的核心和基础,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理论性和系统性,对培养学生的临床能力具有重要

作用。本课程通过研究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

种非传染性内科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临床症状及

其防治措施,来保证畜禽的健康;通过本课程的实验

和生产实习,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兽医内科学知识的

理解,使学生能较系统地掌握兽医内科学、兽医临床

的基本知识、原理和方法,具备从事兽医临床实践、
特别是处置兽医内科疾病的能力,增强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科学思维的能力,为促进畜牧业的

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健康,提高我国兽医学科水

平,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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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兽医内科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必要性及意义

  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养成的关键时期,传统的兽医学教育多注重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培养,存在着重知识技能轻人文素养的

现象,不利于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课程思政要求

授课教师深入挖掘专业课程相关的思政元素,努力

将其融入课程讲授当中,真正做到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领相结合,提升育人实效。
《兽医内科学》是一门主要研究动物机体各器官

不同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症状、诊断、治疗、预后

和预防的学科,在我校面向大二(四年制)和大三(五
年制)的学生开设,这一阶段的学生已适应大学生

活,对各类社会热点普遍比较关注,能够运用各种新

媒体表达个人观点,但缺乏社会经验,对各种不良社

会思潮抵抗能力较弱,因此,亟需引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学会科学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能够树立

远大理想,增强学生做一名兽医从业人员的职业自

豪感,实现学生的个人价值。
《兽医内科学》课程容量大,知识点繁多,学习起

来较为困难,学生容易感到枯燥和厌倦。相较于单

纯的思政教育,通过开展课程思政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更具有吸引力,教育效果更好,同时能够丰富《兽
医内科学》的教学模式,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吸收

和理解,提高教学效果。

3 
 

《兽医内科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困境及原

因分析

3.1 多元化的教师教育背景、教育教学理念与课程

思政的要求不相适应

  《兽医内科学》教师的受教育背景为兽医学和教

育学,多数毕业于农业类高校,少数毕业于综合类大

学和科研院所,其受到的人文熏陶普遍较少,这就使

得他们的教育思路相对较窄,对专业课程相关的思

政元素缺乏敏锐的洞察力,遑论融入;长期以来,学
校和社会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在专业课应以

知识和技能传授为主的教学氛围的引导下,授课教

师专注于学生专业素质的提升,习惯性地将思政教

育与专业课程的教学分割开来,使得专业教学与思

政教育难以融合;即使一些专业课教师能够开展课

程思政,也多为课前五分钟的“形式化课程思政”,存
在“泛意识形态化”现象。

3.2 《兽医内科学》教学的局限性

《兽医内科学》作为一门兽医临床基础课,在整

个兽医课程教学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课

程的知识体系来讲,主要包括各系统内科病及其临

床症状、诊断方法、治疗措施和防治技术等几方面,
课程容量较大,知识点琐碎且抽象,学生记忆和理解

起来均有困难,加之这一阶段的学生对简单说教式

的思政教育接受度降低,更倾向于从知识和技术的

角度思考个人的学习行为,这就使得思政元素融入

《兽医内科学》难度增大;从现代兽医内科学的发展

来讲,其知识体系中存在较多的欧美案例,对中国在

兽医内科学领域取得的优秀成就阐述较少,如何摆

脱这一束缚,将中华文化和时代发展要素完美融入

课程思政,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也对授课教师课

程设计、教学方法和实验实践讲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此外,针对于各类动物疾病,除需要站在现代医

学角度分析和研判之外,还应结合社会发展和变迁,
给予学生价值观层面的解读和分析,这就需要授课

教师具备更高的学术能力和人文素养。

3.3 高校发挥课程思政建设引导作用不强

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如火如荼,但多数课程

的课程思政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既缺乏新意也没

有收到良好的育人效果,从课程建设的主体上来讲,
各授课教师、各课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和配合,仍
处于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状态。兽医内科学作为

一门自然学科,主要以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为主,授课

教师对其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融入具有很大的主

观性,这就要求学校要承担起引导专业课课程思政

建设的主体责任,厘清职责界限。与此同时,从教育

主管部门到高校再到教研室,均缺乏一套科学客观

的课程思政建设成果的评价体系,加之专业课教师

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压力较大,很少能自觉地将课

程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活动联系起来,从而影

响兽医内科学的课程思政资源开发和建设工作。

4 《兽医内科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路径

4.1 构建兽医内科学课程思政案例库

作为动物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兽医内科学》
课程内容多、知识点抽象、学时较少,且与兽医解剖

学、组织胚胎学、动物生理学、兽医病理学等基础课

程联系密切,且教学过程中还应充分重视学生的知

识、技能、情感的目标培养。因此,本课题组深入挖

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构建如下课程思政案例库,供
专业课教师选用,以期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

-学效果。案例库主要包含以下几类:厚植学生家

国情怀、增强学生“四个自信”、鼓励学生勇担社会责

任,投身国家伟大事业、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关爱

健康和珍视生命、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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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兽医内科学》课程思政案例库

课程知识 思政融入 案例库类别 育人实效

绪论

《肘后备急方》、《元亨疗马集》、《本草纲
目》等典籍对世界兽医学发展的影响

增强学生“四个自
信” 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中国兽医学前辈盛彤笙为发展我国兽
医学,远赴重洋求学,学成之后毅然回
国,为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兽医学水
平,努力发展我国兽医学科的事迹

厚 植 学 生 家 国
情怀

培养学生心系国家、立志报国的家国
情怀

呼吸系统疾病

介绍中国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中
的伟大成就,简述抗疫精神和中国疫
苗、药物开发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
中国在全球抗疫中体现的大国担当

增强学生“四个自
信”、科 学 素 养 和
科学精神

引导学生感受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和中
国力量,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中毒性疾病

讲授农药中毒和矿物质及环境污染物
所致的动物中毒时,通过引入环境保护
宣传片、环境破坏引起的不良事件和国
家环保政策、法律等案例

职 业 伦 理 和 职 业
道德、勇担社会责
任,投身国家伟大
事业

深刻理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国家
战略,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进一步坚定学生投身乡村
振兴主战场的决心和信心,为建设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的新时代乡村而不懈
奋斗。

营养及代谢紊
乱性疾病

引入部分企业和个人虚假或夸大宣传
兽用产品、违规使用添加剂对畜禽、动
物性食品或环境带来的安全问题,直接
或间接危害群众利益的案例

职 业 伦 理 和 职 业
道德、关爱健康和
珍视生命

增强学生的科学品德、职业道德和法治
思维,让学生养成尊重法律、遵守法律、
敬畏法律的生活习惯,塑造学生健康向
上的价值观,让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
用,造福人民;使学生在今后的职业生
涯中关爱动物,致力于提高动物福利,
促进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加深学生对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的大健康理
念的理解。

4.2 创新教学-考核评价体系

开展好课程思政,要牢牢抓住课堂教学这一主

渠道。因此,本课题组提出了“五阶段五互动五融

合”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即课前准备-课堂教学-
课后反馈-改进提高-评价考核,教、课程思政素

材、专业知识、学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使得课程思政

教学模式走深走实。

4.2.1 课前准备阶段 兽医内科学开课之前,授课

教师进行提前备课,首先从课程思政元素库中选取相

应元素,融入授课内容当中,进行第一轮试讲,学科组

教师提出意见,教师修改后备课完成。开课之初,授
课教师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每组5人左右,
每次讲课之前教师提出讨论问题,学生思考,小组内

进行讨论,小组之间进行交流互动,学生带着思考和

问题进入课堂,让启发式、互动式教学贯穿全课堂。

4.2.2 课堂教学阶段 课堂教学是开展课程思政

的主渠道。课堂上,教师通过讲授法、视频放映、动
态模拟、演示等方法进行授课,教师要注重课堂上学

生的反应,积极与学生进行互动,随时感知学生对授

课方法和课程内容的回应,以便教师及时调整个人

状态和授课方式。

4.2.3 课后反馈阶段 授课教师通过布置作业和

发放简易问卷,了解学生知识接收情况和课程思政

元素融入效果,同时与学生代表进行座谈,即第三轮

互动,以便更加直接、直观地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

所感。

4.2.4 改进提高阶段 授课教师在前三个阶段的

基础上,整理相关意见和建议,优化个人教学方法,
选取学生代表和课程教学团队教师进行新一轮试

听,完善教学过程。

4.2.5 评价考核阶段 多元评价考核体系是全方

位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课程思政实

施主体,教师和学院应拓展考核评价内容和创新考

核评价方式。对学生的考核:将思政内容引入期末

考试卷中,如将兽医典籍中对疾病的治疗方法编入

题干,让学生在思考问题之中感受优秀的中华文化,
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对教师的评价激励:学院将教

师的考核、晋升与课程思政实施情况相关联,鼓励专

业课教师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形成良好的课程思政

格局。

4.3 利用第二课堂拓展课程思政融入渠道

农科院校应积极开展好耕读教育,利用实验室

和企业实习、实训、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开展课程思

政。利用实验室实习、实训,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提高学生解决科学难题、追求

科学真理的能力;带领学生参加学术会议和科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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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了解本领域前沿科学知识,开拓学生眼界,增强

学生从事本专业生产和研究的主观意愿;带领学生

到村庄和养殖厂开展社会实践,调查和收集企业生

产和农村养殖过程中存在的难题,利用专业知识为

他们解决生产上的困难,让学生感悟科学技术就是

第一生产力,增强学生的专业自信,明确自身将来奋

斗的方向。
4.4 通过开好课程思政沙龙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大学教师承担

着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塑造正确人生观的职责”。
作为兽医内科学教师,首先要主动承担起课程思政

改革的责任,明确个人在其中应发挥的作用,认识到

育人和教书的同等重要性,深切感受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中国培养高水平兽医人才的使命艰巨和责

任重大。教师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亦应积极学习、吸
收和融合兽医学、生物学以及医学等生命科学相关

课程思政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案例,使其服务

于自身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和改革。同时,作为教

学管理者,校、院、系以及教学团队应当好教师培养

的主力军,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指导,积极组建具有

本学科特点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定期开展研讨会、
座谈会、试讲比赛等活动,抛弃教学过程中教师各自

为战的陋习,构筑“师徒制”教师成长体系,实施教授

带讲师,提倡老教师带新教师,鼓励优秀教师定期指

导、培训新教师,努力在教师队伍中形成人人讲思

政、课课有思政的氛围。

5 结语

通过深入分析实施系统性兽医内科学课程思政

面临的困境,本课题组深切感受到实施课程思政意

义重大。针对过往实施课程思政过程中存在的课程

思政元素挖掘不够、融入方式单一、授课教师交流较

少、教学模式缺乏创新等问题,本课题组从课程特

点、融入困境、原因分析、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教学模

式创新等方面深入思考,构建了较为完备的课程思

政案例库,设计了较为精细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和

考核评价体系,为学生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三维培

养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也为高质量推进兽医内

科学课程思政系统性、制度化实施创造了条件,同时

还为其他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了示范,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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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其他药先加温水1

 

500
 

mL,泡30
 

min,开始煎

煮,煎煮15
 

min后再下入益母草和红花,再煎煮20
 

min后,
 

倒出药汁约750
 

mL,再加水1
 

500
 

mL进

行第二次煎煮,35
 

min后药汁剩750mL左右倒出,
两次药汁混合,一次灌服,12

 

h/次,连续灌服2剂,
电话回访畜主,第二剂灌服后胎衣外露增长约50

 

cm,继续灌服一剂。治愈1头。但是有2例病情较

重,配合西药治疗,促进子宫收缩,使胎儿胎盘与母

体胎盘分离,促使排出胎衣。垂体后叶素80
 

IU肌

内注射,10%氯化钠溶液300
 

mL静脉注射,5%氯

化钠溶液1
 

500
 

mL加入庆大霉素48万单位,在子

宫黏膜与胎衣之间注入。再加以二红汤灌服;红糖

300
 

g、红花50
 

g,加温水1
 

000
 

mL,1
 

次/d。又经过

3
 

d的治疗,畜主来电说,早上看到胎衣全部排出,
母牛开始吃草饮水,精神好转。

4 小结

益母草汤加减治疗白牦牛胎衣不下,是自创的

方剂,经实践治疗白牦牛胎衣不下,疗效显著,值得

借鉴。白牦牛平常生活在高寒、高海拔、高缺氧的野

外,采食自然牧草,饮自然泉水,自由无束的环境里

生长,而突然改为半放牧半圈养模式,白牦牛出现诸

多不适应,采食饮水改变,圈养不自由,人为的惊扰,
缺乏运动,使白牦牛内分泌改变导致胎衣不下的主

要原因,用自创的益母草汤,属于纯中药配方,有活

血化瘀之功促进胎衣排出,兼顾产后气血双虚用补

气补血,是活血而不伤血,治病而不伤元气的良方,
部分胎衣不下和全部胎衣不下的轻症有独特的疗

效,一般用2剂就可治愈。对全部胎衣不下的重症

用2~3剂益母草汤,配合西药都可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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