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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物病理》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在畜牧兽医专业开出,在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进行培养的同时,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从农素养,更好地为国家乡

村振兴发展培养专业人才。本文从课程教学案例出发探究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法与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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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mal
 

Pathology"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offered
 

in
 

the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major.
 

While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his
 

course
 

incorpo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gricultural
 

literacy
 

of
 

"understanding
 

agriculture,
 

loving
 

the
 

countryside,
 

and
 

loving
 

farmers",
 

so
 

as
 

to
 

better
 

cultivate
 

professional
 

talents
 

for
 

the
 

country'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ourse
 

teaching
 

cases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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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的中国,赋予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培育

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和目标。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并强调,要使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1 《动物病理》实施课程思政的意义

1.1 设置《动物病理》课程的重要性

中国是农业大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30%,我国农业发展过程需要大量具备畜牧兽医专

业技能人才,在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
动物病理是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动物病理》是重点研究各类疾病病因、发病机

理以及动物患病时在机体不同组织水平上表现出来

的异常变化及其相关发展变化规律的专业基础课

程。作为桥梁学科,将基础兽医学和临床兽医学学

科很好地连接起来。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

在掌握动物疾病本质的同时,联系辩证唯物主义观

点,能够根据病理现象分析其变化特点与过程,在知

识学习的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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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相关技能训练,使学生掌握病理学诊断技术,为后

续专业核心课学习及将来从事动物疾病诊断与防治

打下坚实的基础。
1.2 《动物病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课堂教学是知识素养和能力培养的主要方法,
也是引导学生建立科学、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提升综

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加强教学设计、明确教学起点

与终点、将教学活动诸要素有序安排,对教学效果至

关重要。《动物病理》教学内容兼有科学性、临床实

用性和人文性的特点具有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天然

优势。

2 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案例选取与学情分析

2.1 案例选取

本案例选自《动物病理》中的“发热”章节。在开

展教学过程中,结合高职学生学情,从课程内容出

发,结合知识体系结构特征,在教学方法、案例结合

等方面,探寻思政元素融合点,在知识点讲解的过程

中,自然而然地将相关思政元素带入,将培养“一懂

两爱”乡村振兴人才所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思政要

素,贯穿于教学的始终,实现“立德树人,协同育人”。
2.2 学情分析

本课程之前学生在《动物生理》课程中已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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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机体体温调节的基础知识,经过本课的学习,结合

日常生活与临床实践中常见案例,让学生进一步了

解机体体温的调节机制及引起发热的原因和机理。
同时,在授课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融入唯物主义世

界观、人生观和奉献精神、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等思

政内容,使学生对相关素质和意识的培养有一定的

感悟。
 

3 课程思政课堂教学目标与方法

3.1
 

教学目标

3.1.1 素质目标 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观教育,强化学生人生观和奉献精神教育,同时,使
学生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方面有更深的感悟和

提高。

3.1.2 知识目标 掌握发热的概念及发热的处理

原则;了解发热的原因、机理;熟悉发热时机体的机

能和代谢的变化;理解发热经过、热型。

3.1.3 技能目标 能对发热动物进行正确处理,同
时,在课前活动环节布置适当学习任务,鼓励学生培

养自主学习能力,在课堂讨论及实训环节设置小组

任务,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

3.2 教学方法和工具

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结合学生学习特

点,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式,开展多样化教学,灵活

运用案例式、启发式、对比式、讨论式、互动式教学方

式,利用学习通平台等信息化工具进行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
 

4 课程思政课堂教学实施与评价

4.1 教学实施

本案例教学实施及课堂设计见表1。

表1 教学实施及课堂设计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前预习 ①在学 习 通 平 台 开 设
置章节 内 容 开 放 共 享
并发放提醒公告;
  ②利用讨论区提
出问题,引导学生在预
习的同 时 针 对 学 习 内
容查阅资料学习

  ①根据要求预习
课件内容,适当做好预
习笔记;
  ②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扩展知识面。

 

  ①通过课前预习,提高学生的自主学
习、主动学习能力;

 

  ②做到心中有数,有利于课堂讲授知识
的理解与掌握;

 

  ③教师对学生预习情况分析有助于优
化教学策略。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思政元素

课堂导入
(3min)

  以日常生活常见场景作为案例的方式进行
引入: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常规进行体温监测,
对比由于剧烈运动导致的体温偏高现象,引出对
发热的概念、病因及生理性体温升高与病理性的
体温升高的区别的思考。

  配合新冠疫情防控进行体温监测的志
愿者,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同时提醒学生配合相关工作,牢固树立正确
人生观

发热的概念
(7min)

  ①结合案例中的总结,提出发热的概念;
  ②对比生理性发热和病理性发热及发热与
过热的区别

  ———

发热的原因和机理
(20min)

  ①发热的原因:发热激活物(外致热源、体内
物质、EP)
  ②发热的机制:对比正常体温调节与发热时
的体温调节

  发热时的体温,也是受机体体温调节系
统的调控,只是此时体温调定点已经升高,
所以机体会以更高的体温标准来指导机体
的体温调节,引出价值标准对人行为导向的
重要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

发热的经过和热型
(20min)

  ①发热的经过: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体
温下降期
  ②热型:稽留热、弛张热、间歇热、回归热及
不定型热

  ———

发热时机体的变化
(10min)

①物质代谢的变化
②功能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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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教学实施及课堂设计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发热的生物学
意义及处理原则
(12min)

  ①发热的生物学意义:发热作为临床常见的
一种病症,对机体的影响也是具有两面性的,既
有对机体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我们需要
辩证地看。

②发热的处理原则:在临床实践中,应根据发热
病畜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处理措施。

  ①针对发烧有其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
一面,在教学中可进行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渗
透。作为兽医工作者,在治疗时应根据实际
情况,科学选择治疗方案,以发挥有利的影
响,减少不利的影响。同时还可以顺势启发
引导学生,学会辩证地看待生活、学习和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要能在危机中看到机会,
学会“转危为机”。
  ②兽医虽然以动物作为诊疗对象,但也
应该精益求精,不断提高医疗技术,为减轻
动物疾病和疼痛而努力。启发鼓励学生,认
真学习专业知识,培养工匠精神。

课堂小结
(8min) 以问答、讨论的方式,总结本章学习重点 ———

课后练习
学习通平台发布本章节练习题目,检测学生对知
识点掌握情况。 ———

4.2 教学评价与考核

课程思政的实施,使课程教学目标发生了变化,
在要求学生对课程理论知识及相关技能进行熟知和

掌握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同步提

高的要求,因而在教学效果的评价方面也进行了相

应的调整,《动物病理》课程的考核,由原先的理论考

试+技能考核的传统考核方式,调整为对学生考勤、
课堂讨论互动、课后作业完成情况和期末考查各方

面表现进行综合评价的过程性考核。

5 课程思政课堂教学实施效果与反思

本案例中,结合课程思政内容的融入,采用形式

多样的教学方式,初步达到教与学同步促进的良好效

果,将课程思政内容无形地融入课程内容中,在知识

讲授的同时,将相关思政内容有效传递给学生,实现

学生培养中价值观、知识、技能和素质的同步提高。
同时,在课程思政的融入中,努力做到自然、有

温度,注重在课程内容讲授过程中,对学生“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一懂两爱情怀的培养,鼓励学生以

“乡村振兴”为己任,激发学生爱专业,爱科学,点燃

学生学习内在动力,明确为谁学习的大方向。教学

效果良好,较好的完成了课程思政目标。
此外,案例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足,病理课程的

学习,是建立在具有生理生化和解剖学的基础上的,
有部分学生在前面阶段对体温调节系统及调节机理

学习过程中,基础知识不够扎实,这将直接影响本案

例教学效果的达成。针对这一问题,课程拟在课前

预习环节中,补充加入相关基础知识的回顾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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