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改革

案例式教学在《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中
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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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兽医公共卫生学》是动物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学习

兴趣,适应新型兽医人才培养要求。以《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为例,对云南农业大学2届学生进行

案例教学的实践与探索。结果表明,案例教学能显著地提高期末卷面成绩,学生对案例教学满意度

较高,案例式教学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现场认知感,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有利于提升《兽

医公共卫生学》教学效果,为课程案例库建设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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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terinary
 

Public
 

Health"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of
 

the
 

animal
 

medicine
 

major.
 

This
 

is
 

to
 

improve
 

the
 

quali-
ty

 

of
 

teaching,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for
 

cultivating
 

new
 

veterinary
 

talents.
 

Taking
 

the
 

"Veterinary
 

Public
 

Health"
 

course
 

as
 

an
 

example,
 

we
 

conduct
 

case
 

teaching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for
 

the
 

second
 

batch
 

of
 

students
 

at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se
 

teach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final
 

ex-
am

 

scores,
 

and
 

students
 

are
 

highly
 

satisfied
 

with
 

case
 

teaching.
 

Case
 

teaching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
hance

 

students'
 

sense
 

of
 

on-site
 

cognition,
 

and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This
 

will
 

help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Veterinary
 

Public
 

Health"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cas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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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严重威胁人们的身心健康,国家对此

提出要持续加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

还专门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构建起强

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

障》,提出要大力培养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同时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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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共患病的影响下,加大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和完善

公共卫生体系至关重要。因此,提高《兽医公共卫生

学》的教学的有效性,推动教学改革,为培养兽医人

才奠定一定基础。兽医公共卫生(Veterinary
 

Pub-
lic

 

Health,VPN)定义为公共卫生活动的组成部分,
其致力于应用专业兽医技能、知识和资源以求保护

和改善人类健康。兽医公共卫生学是兽医人才培养

的必修课,兽医公共卫生主要承担着传授兽医公共

卫生基础知识、防控人兽共患病和保护动物性食品

安全的任务。为了解决公共卫生的许多问题,为了

满足兽医公共卫生的需求,必须培养富有社会责任

感和民生意识的兽医专业学生。
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Learing,CBL)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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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教育方法,它以病历分析为基础,旨在还原

真实的临床场景并促使学生识别和开发新的学习领

域,CBL是以结果为导向的,着重培养学生的逻辑

思维能力,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真正调动了教与

学的积极性。翻转课堂自1991年来被逐步创立,在
课前完成知识的传播,在课堂中以师生之间、生生之

间进行讨论,进而促进知识吸收和掌握。翻转课堂

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先教后学”模式转变为以学

生为主的“先学后教”模式,更好地体现出以学生为

核心的教学观念。案例教学通过典型的案例,使学

生思考、提出问题并且启发学生讨论,提高学生的学

习的欲望,最后解决问题的一种模式;翻转课堂活跃

了课堂的气氛,并且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提高学

生的自学能力,老师有更多的时间解决学生的难点、
疑点,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指导。两者混合教学,有利

于学生对兽医公共卫生典型案例的学习,变学生为

主体的模式,使教师更清楚的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

并且有利于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同时调动学生积

极性。
《兽医公共卫生学》是动物医学专业的必修课程

之一,注重教学模式创新、明确教学目标,培养关注

社会、造福社会的兽医人才。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将
线上线下相结合,培养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农人。
采用“课前准备、以翻转课堂为载体的案例教学、课
后巩固”三步走的课堂教学,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案例式教学模式在教学方式、过程、
内容等方面为探索新农科的中国式教学模式提供

思考。

1 《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目标定位

课程目标是课程教学的重要依据,决定着教师

上课内容和方向。兽医围绕“种、料、管、防、销”五方

面进行专业课程培养。制定课程素质、技能、知识目

标紧紧围绕建设健康中国、公共卫生治理、德技并修

的专业培养目标,把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中。
基于目标导向教育理念,以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为目标,以“培养专业能力,提高素质”为主

线,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设计目标符合经济需求培

养新型人才,结合兽医专业特色,灌输“0ne
 

Health”
的理念,培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把思政元素融入

教学中,加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培养

交流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培养“专业强、实践强、
品德强、交流强”四强兽医人才。

案例教学具有典型性,教师通过选取一个或者

几个典型的案例,学生展开学习,通过充分分析和思

考,然而进行激烈的讨论。案例教学能提高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学生对各个案例都有自己的见解,这推

动学生分析和交流表达能力的发展。案例教学具有

客观性,教师应保证案例真实性,通过视频、报道、文
章等内容形式展现给学生,易于学习和理解。案例

教学具有启发性,案例教学在讨论过程中,各位同学

发表自己的看法,思考题并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案
例式教学的运用,从过去的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

转变为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这有助于激发学生

学习热情,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能明白实践技术对于兽医来讲

至关重要。学生有意识地在病例线索支持下提出问

题。学生需要掌握兽医公共卫生的基本知识,结合

以往所学的知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的想法,结合课

堂教学的理论产生思考的能力,对兽医公共卫生资

料进行收集,并进行进一步分析、推理、判断,通过案

例教学能使学生形成思考和决策的自主性。

2 《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案例设计

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案例,按章节分类收集案例,
为了培养兽医专业新型人才,顺应时代展需求变化。
结合兽医专业的特点,以“0ne

 

Health”、“健康中

国”、“立德树人”等理念为指导,选择经典的案例,结
合畜牧生产和实践的案例,贴合教学内容,优化教学

内容、改革创新教学模式,挖掘课程中的育人要素,
进行教学。教师根据课程进行规划课时,精心选择

案例,教师要对所选的案例进行评析,便于后续指导

工作的开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优化教学过程中

的不足。一章节1~3个案例,根据各章节的重点、
育人目标等设计案例,详见表1。

3 《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案例教学实施

3.1 教学方法

课堂中围绕相关章节内容,基于案例式教学模

式,以翻转课堂作为载体。教师将案例视频、资料等

发布在微信小程序“雨课堂”中,学生提前一周观看

视频,查阅资料,基于问题导向,进行案例教学,对案

例进行思考并提出问题并分组讨论,各组进行PPT
汇报。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辅,师生、学生之间互

动教学。
 

3.2 案例式教学模式实施流程

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以翻转课程为载体,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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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进行由简单到复杂的案例讨论,教师在讲

授课程时灌输思政元素。案例教学不同于传统的教

学方式,案例教学更强调的是案例的转化和能力的

培养。采用的是“课前准备、以翻转课堂为载体的案

例教学、课后巩固”三步走的实施流程(见图1)。

表1 兽医公共卫生课程案例分析

章节 案例内容 知识点 育人目标

第二章
环 境 与
健康

①微生态平衡的理论与方法在畜
牧兽医领域的应用②环境污染物
通过食物链和生物富集对人体健
康造成的危害

理解生态平衡与人类健康关系;掌
握宏观宏观生态平衡、微生态平衡
在畜牧实践中的应用;

用新的思维重新认识人和动
物健康的重要性,强化生态文
明意识。

第三章
动 物 性 食
品 安 全 与
健康

①焦新安教授团队研发细胞免疫
防控关键核心技术②超高温杀菌
乳(UHT乳)和巴氏灭菌乳生产的
生产案例③零食鸡肉中沙门氏菌
的风险评估

了解保障动物性食品安全的新技
术;了解食源性疾病以及动物性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制度;理解兽医公
共卫生在食品安全生产中的作用;
掌握动物性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
内容;

兽医承担动物性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的任务;发挥兽医在动
物源食品安全源头防控的作
用;树立“一个健康”、“健康中
国”理念。

第四章
人 畜 共 患
病 危 害 及
防控

①H7N9禽流感疫苗研发成功并大
规模应用②2019年兰州布鲁氏菌
病③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肆虐
全球,对人类健康带来沉重打击

人畜共患病的公共卫生意义;如何
监测和防控人兽共患病;了解兽医
公共卫生在人畜共患病中的作用;
动物源性传染病多发的原因;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
理念;增强学生主动预防疾病
的和关注人畜共患病的意识;
培养珍爱生命、有家国情怀的
兽医人才。

第五章
实 验 动 医
学与健康

①2022年陈化兰团队和疾控中心
武桂珍团队合作,成功建立首个新
冠病毒雪貂实验动物模型②首个
实验室构建染色体重排哺乳动物
模型③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
过《中国生物安全法》

动物模型在人类疾病研究中的意
义;实验动物的管理法规及实验动
物生物安全;

增强生物安全意识,培养生物
安全理念;培养爱护动物,尊
重动物的情感;培养动物福利
保护的基本素养和伦理观。

3.2.1 课前准备 在正式上课之前,教师把课前预

习的内容通过“雨课堂”小程序发给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学生对不理解的内容进行标记,并提出疑问待

上课进行解答。教师给学生推荐慕课视频,学生通

过慕课对课程内容有所了解和掌握,便于上课更好

的掌握重点知识,教师把案例通过视频或者文章等

形式发送给学生,通过案例引发思考,完成案例思考

题,并进行小组讨论。每个小组制作一个PPT,并
选出一位同学进行汇报。

3.2.2 案例式教学 以翻转课堂为载体,进行案例

教学。每个组的同学以专题展示各组的PPT,PPT
内容包括专题的内容以及各组预习案例的思考、想
法以及案例思考题,对案例进行讲解,学生分工合

作,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等完成专题的PPT。同学

汇报完后各组可以提出问题,汇报组的同学进行解

答,学生们进行讨论,教师对各组的PPT进行点评。
最后教师对专题的重难点进行讲解,总结。教师在

各个章节中,结合农业现代化、强农兴国等战略,把
专业课程和思政教育相结合,深入挖掘思政元素,把
思政元素加入到课程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以

翻转课堂为载体,有助于学生学习查阅文献、资料的

方法,同时也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

力以及主动学习能力。

3.2.3 课后巩固 学生通过听取各组的PPT内

容,归纳总结各组PPT中展示的重点内容,以论述

的方式修改和完善案例思考题。把不理解的知识和

问题在各组学生之间和小组与小组之间讨论,这培

养了学生的思考和语言逻辑能力。同时课堂讨论弥

补了线上课堂的不足,这使学生与老师能及时的面

对面交流。最后,老师对各组的问题进行解答。
3.3 考核方式

为了探究案例教学模式在兽医公共卫生教学的

应用效果,对云南农业大学2017级动物医学1班

(58人)、2017级动物医学2班(59人)实施传统教

学,2018级动物医学1班(69人)、2018级动物医学

2班(70人)实施案例式教学,对比分析末卷面成绩

及总评成绩,数据用“平均数±标准差”表示,使用

SPSS
 

26.0软件处理数据,采用T检验对数据结果

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和卡方检验,P<0.05表示差

异显著,P<0.01表示差异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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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学模式实施流程

4 案例教学改革成效与分析

4.1 期末卷面成绩分析

通过期末卷面成绩平均分统计表明,实验组

2018动医1班的平均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2017动

医1班的平均成绩(P<0.05);实验组2018动医2
班的平均成绩显著高于2017动医2班的平均成绩

(P<0.05)。对两组学生期末卷面成绩分布进行比

对分析,结果表明实验组分数段在90-100分、80-
90分、70-80分的人数都高于对照组,分数段在60
-70分的人数对照组高于实验组,P值分别为0.

000和0.001,显示案例式教学模式与期末成绩分布

呈极明显相关(P<0.05)。说明“案例式教学”的教

学模式使得高分人数有所提高。对两组学生总评成

绩平均分进行比对分析,结果表明实验组2018动医

1班的总评平均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2017动医1
班的平均成绩(P<0.05);实验组2018动医2班的

总评平均成绩显高于2017动医2班的平均成绩,
“案例式教学”的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卷面成绩和

总评成绩,说明“案例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在兽医公

共卫生学的课堂中有一定的效果,成绩也有显著的

提高,详见表2。
表2 《兽医公共卫生学》案例式教学的学习成绩

组别 班级
期末卷面成绩

平均分

分数段人数分布

90-100 80-90 70-80 60-70

总评成绩

平均分

第一组

2017级动物医学1班

(对照组) 78.64b±7.60 1 28 23 5 83.95b±5.55

2018级动物医学1班

(实验组) 86.69a±9.38 34 21 11 3 87.46a±7.02

P值 0.047 0.027

第二组

2017级动物医学2班

(对照组)
80.71b±6.63 5 30 19 5 85.49b±5.03

2018级动物医学2班

(实验组)
83.58a±16.64 24 30 11 2 85.33a±14.17

P值 0.028 0.021

4.2 学生满意度调查

采用“问卷星”软件,了解案例教学在兽医公共

卫生学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满意程度。调查内容:学

生对实验原理的理解、实验操作的掌握、是否提高了

学习的兴趣、学习主观能动性、是否加强学习记忆、
提高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维能力、团队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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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能力以及对“案例式教学”教学模式满意度。发

放问卷调查192份,有效问卷137份,调查问卷条件

结果有效。调查问卷结果表明(见表3),实验组学

生“有利于实验原理的理解”的人数占比为93.
23%,“有利于实验操作技术的掌握”的人数占比为

92.19%,说明案例式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验操

作技术,符合新农科的要求;“有助于学习记忆”的人

数占比为92.19%,“有利于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的人数占比为91.15%,“能提高团队协同合

作能力”的人数占比为91.67%“有利于学习兴趣的

提升”的人数占比为91.67%,说明通过案例分享、
分析、讨论过程,能提高学生的案例分析、解读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激发学生的兴趣;“对案例式教学

满意”的人数占比为84.90%,“案例式教学适用于

《兽医公共卫生学》”的人数占比为90.63%。以上

结果说明学生对案例式教学的满意度较高,对“案例

式教学”的教学效果较满意。

表3 
 

“案例式教学+翻转课堂”满意度调查结果

评价内容
同意人数

(n)
占比

(%)
不同意人数

(n)
占比

(%)

有助于掌握实验原理 179 93.23 13 6.77
有利于掌握实验技术 177 92.19 15 7.81

有助于学习记忆 177 92.19 15 7.81
有利于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75 91.15 17 8.85

能提高团队协同合作能力 176 91.67 16 8.33
有利于学习兴趣的提升 176 91.67 20 10.42
对案例式教学是否满意 163 84.90 29 15.10
案例式教学更为高效 174 90.63 18 9.38

案例式教学适用于《兽医公共卫生学》 174 90.63 18 9.38

4.3 案例式教学的改进意见

通过案例式教学要不断反思教学中的利与弊,
检查教学目标是否完成,教学效果是否高效。反思

教学中的案例内容,案例内容一定要符合兽医专业

的实践性,并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自信,同时分享一

些本专业的就业相关的信息,案例设计并非老师一

人之事,案例库建设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老师

和学生合作的过程,学生应参与案例设计,每个人的

偏重不同,所选择的案例也不同,这体现案例多元

化,根据实际学生的关注点、兴趣以及国家政策来更

新案例的内容。案例设计有待提高,根据学生的能

力,选择基础的资源和拓展资源,把案例进行分类。
反思案例教学过程中的课前准备、课堂讨论、案例分

析等过程,并总结如何完善案例。反思学生在课堂

中的表现,学生对案例的观点和理解,了解学生的解

读能力,便于后期教学的开展。

5 案例式教学在《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中

的探索和应用前景

  《兽医公共卫生学》是动物医学和动物检疫专业

的必修课,其是服务于人类健康的一门课程。2019
年底出现新冠疫情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和

传播,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与健康,新冠疫情的影

响下,迫切需要对公共课程学科进行革新,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达到教学目的。案例式教学是以内容为主

引导学生自主思考的一种创新型教学模式。翻转课

堂真正实现“学为中心”和“以学为教”的教学理念。
总之,案例式教学结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为以

后进一步完善教学模式,推进教学创新提供了参考,
为培养“一带一路”经济体下的兽医公共卫生人才起

到了重要作用。该教学模式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利用网络资源为课堂培养学生的能力、提高

学生热情而服务,在课堂中,老师与学生的沟通交

流、老师的针对性的指导、高效的教学方式、了解学

生的理解掌握程度,对于培养新型兽医人才的全面

发展尤为重要。案例教学结合翻转课堂,使得教学

思路更为合理更为可行,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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