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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

案例教学法在畜牧学概论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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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院,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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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畜牧学概论课程内容复杂,涉及面较广,基于生物安全防范的要求,无法带领学生到畜牧场

进行现场教学。如何让学生摆脱单纯的枯燥理论,加强感性理解,真正掌握课程内容,对教师教学

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课堂的纯理论教学方式显然无法达到教学目的。因此,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能够把生产中的实践案例导入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能够理解生产中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

与途径,强化对课程内容的深层理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实践创新和团队协

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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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animal
 

science
 

is
 

complex
 

and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Based
 

on
 

the
 

re-

quirements
 

of
 

biosafety,it
 

is
 

impossible
 

to
 

lead
 

students
 

to
 

on-site
 

teaching
 

in
 

animal
 

farms.How
 

to
 

let
 

the
 

students
 

get
 

rid
 

of
 

the
 

simple
 

boring
 

theory,strengthen
 

the
 

perceptual
 

understanding,and
 

truly
 

master
 

the
 

course
 

content
 

has
 

put
 

forward
 

new
 

re-

quirements
 

for
 

teachers'
 

teaching.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pure
 

theory
 

teaching
 

method
 

is
 

obviously
 

unable
 

to
 

achieve
 

the
 

teaching
 

purpose.Therefore,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have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be
 

able
 

to
 

introduce
 

practical
 

cases
 

in
 

production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so
 

that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in
 

production
 

and
 

the
 

ways
 

and
 

approaches
 

to
 

solve
 

them,strengthen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rse
 

content,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and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of
 

independent
 

thinking,practical
 

innovation
 

and
 

team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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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教学模式在课堂上往往依赖于参考教材 理论知识灌输,尽管在教育实践中,我们一直在强调

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但实际操作往往局限于实验

室内进行某种实验技能的练习,使得对学生是否真

正掌握理论知识难以进行有效评估。这就造成一个

普遍的现象:学生在毕业很长一段时间内,往往无法

充分发挥其所学理论知识的作用,特别表现为解决

生产实践问题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这种单向灌输

教学方式不仅抑制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思维,而
且无法满足企业对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在多个维度上



的需求[1]。案例教学法,顾名思义,是一种以实际案

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它通过引导学生分析、讨论

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精神

和实践操作技巧。在畜牧学概论课程中,案例教学

法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它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

和运用畜牧学知识,并将其与实际生产相结合。案

例教学法的特点在于其真实性、针对性和互动性。
它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他

们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授课教师在实

施案例教学法时,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实践经验,将生

产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及解决途径引入课堂教

学,通过案例剖析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这

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把握,还
能提升学生在复杂的生产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哈

佛商学院倡导发起的案例型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积

极参与课堂讨论的能力。案例教学本质是一种以案

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案例本身往往呈现一种教育

的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标准化的解决方案。教师

在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讨论,这种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的教学

形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2-4]。与

简单的举例教学不同,案例教学法更注重将现实中

的问题或现象引入课堂。教师在课前需要进行精心

策划与准备,围绕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共同分析、讨论案例,使学生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这种教

学方式有助于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
学生在后期面临实际问题时能够从容面对[5]。

  在畜牧学概论课程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的应用

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引入真实案例,让学生在分析

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畜牧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原

理,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传统教学法往往以

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教师注重知识

的传授而忽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培养。而案例教

学法则通过引导学生参与案例分析和讨论,使学生

在实践中学习、在探索中进步,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此外,案例教学法通过引

入生动案例和互动的讨论环节,使课堂变得生动有

趣,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1 案例教学法概述

1.1 案例教学法的内涵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通过案例分析研究来帮助学

生理解课程知识的教学方法,它强调学生在对案例

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并能

在必要的时候应用这些案例知识与技能解决实际问

题。案例教学法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回
答“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核心问题

 [6]。
教学案例必须真实且常见,富有代表性。这样能够

使学生更好的代入案例环境,获得真实体验。案例

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将理论与实际情境相结合的平

台,突破了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教学模式,更加注重

提升学生实际操作能力[7]。

1.2 案例教学法特色

1.2.1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传统的课堂教学

方式以传授知识为主,注重讲解理论知识的概念、功
能和操作步骤。然而,在实际畜牧生产中,设施设备

更新迭代速度很快,教材上的内容往往落后于生产

现状,给学生造成的印象就是很多理论与生产实践

脱节,进而使学生感到理论知识枯燥乏味,学习积极

性下降。而案例教学法则通过引入生产实践中常见

的现象和问题,教师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引导学生

去查阅资料、总结讨论。这种教学方式使学习内容

变得更有感性且具有可操作性,从而大大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真实教学案例分析,
学生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中领会畜牧学知识,积极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见解。通过这种案例分析交流,
可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实现育人的教学

目的。

1.2.2 指导学生理论转化能力 理论知识不等于

实践应用能力,畜牧业是高度重视实践应用能力的

行业。仅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而缺乏实践转化能力,
会导致学生在面对生产实践时无法将理论知识有效

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不利于学生成长与发展。案

例教学高度重视实践性和应用性,通过分析案例,学
生需要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可以提高

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所学即所

用”,有助于学生在面临生产实践时更加从容自信地

应对挑战。

1.2.3 重视双向交流及团队协作精神 传统的教

学方法往往是教师讲授、学生听讲。这种单向的教

学方式使得学生是否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难以准确

评估。在实施案例教学中,师生需要就案例进行深

入的双向交流与探讨,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查

阅相关资料以支持自己的策略和观点,这促进了学

生的主动学习,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提
高了学习效率。此外,案例教学还强调团队协作精

神的培养,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每个学生都需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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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合作、共同讨论和解决问题。这种团队合作式

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协作

能力。

2 案例教学法在畜牧学概论课堂教学中的

应用

2.1 案例导入,激发兴趣

  在教学活动过程,教师可以精选生产实践遇到

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典型案例作为教学引入点,这些

案例既要有一定的挑战性和启发性,又要能紧密结

合生产实践,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帮助他们

更好的将理论知识应用与实际生产中。例如,当前

我国猪企PSY(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头

数)平均水平与优秀猪企及国外先进猪企相比存在

显著差距,湛江科技学院生猪产业研究所张海峰指

出,2021年国内猪企PSY平均为18头,欧盟猪企

PSY可达30头,而丹麦猪企PSY平均可达34头。
猪企PSY差距如此显著,可以触动学生深入思考,
并探索可能通过哪些技术措施加以提高。

  通过对案例的背景介绍、数据分析和讨论,学生

能够更好地理解并掌握相关知识,同时也能在探索

过程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在案例导入的

过程中,教师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案例的选

择要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行业发展的真实情况和

面临的问题;其次,案例的难度要适中,既能够引发

学生的思考,又不会过于复杂而让他们感到无从下

手;最后,案例的呈现方式要生动、形象,能够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2.2 策略引导,提升综合能力

  案例教学并不是在课堂上简单举例,而是通过

具体案例来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在畜

牧学概论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案例引导学

生展开多维度的思考,如PSY涉及的品种改良、繁
育技术、营养需求、饲料配制、疫病控制、饲养管理等

方面问题。通过案例分析引导学生综合考虑多个因

素,并优选合理的解决方案。这种通过案例启发式

教学可以促进学生主观能动性提高,可以有效地培

养学生的文献阅读能力、资料整合能力以及逻辑串

联能力。同时,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

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方案,鼓励同学们进行相互

交流和讨论,提高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8]。通

过案例学习,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并掌握畜牧学概

论中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同时也能在实践中加

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为未来在畜牧生产实

践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2.3 小组讨论与汇报,促进深度交流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

组讨论和汇报。通过小组讨论,学生可以充分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并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在

小组讨论结束后,教师可以组织各小组进行课堂汇

报。汇报过程中,各小组可以展示自己的分析结果

和解决方案,并接受其他小组的质疑和提问。通过

汇报和质疑环节,学生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不同小组

的观点和思路,并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解决方案。教

师对学生的汇报进行点评和总结,帮助他们更好地

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并提出改进的方向和建议。
使学生从更广泛的视角审视问题解决方案,从而提

高解决问题的站位思考能力。

3 案例教学法在畜牧学概论教学中的应用

策略

3.1 以行业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案例分析

  在畜牧学概论的案例教学中,教师应紧密结合

行业的实际问题和发展趋势,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启

发性的案例进行分析。通过引导学生关注行业热点

和难点问题,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行业的

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并激发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

兴趣和动力。例如,针对当前猪企PSY水平普遍较

低的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

和分析。如何通过改良品种、优化繁育技术、强化饲

料营养、疫病防控和养殖管理以提高母猪的健康水

平和生产效率等方式来提高PSY水平? 让学生不

仅局限于某一知识点,而是从猪企养殖管理全局考

虑,提高猪企PSY水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分

析,学生不仅可以加深对畜牧学理论知识的理解,还
能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弄清问题的本质和关

键所在。
 

3.2 情景模拟,增强体验感

  为了进一步增强案例教学的效果和提升学生的

体验感,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情景模拟的环

节。通过模拟真实的生产场景和问题情境,学生可

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畜牧业的实际运作和面临的挑

战。
 

2023年以来,生猪行业面临持续亏损,猪企降

本增效成为工作重点。作为畜牧兽医学生,如何利

用专业知识寻求降本增效突破口,是检验综合专业

知识最好的测试。养殖过程中,饲料成本占养殖成

本70%左右,降低饲料成本,提高饲料转化率,降低

料肉比是养殖企业的目标。我国猪企全程料肉比在

2.9∶1左 右,而 法 国 猪 企 全 程 料 肉 比 已 经 降 到

2.43∶1,我国猪企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对于畜牧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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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是一个富有挑战性问题。在课堂教学中,教
师可以将目前我国生猪养殖模式、饲料配制水平、猪
群健康管理水平和法国养殖水平进行对比,让不同

的学生从养殖管理角度、饲料配方师角度、兽医师角

度分别将自己带入角色,各自提出自己的最优管理

方案。在这个情景中,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角色和

职责来制定养殖计划、选择饲料配方、防治疫病等。
通过模拟实际操作的过程,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

解畜牧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关键点,并提高自己的

实际操作能力。学生可以分享自己在模拟过程中的

体验和收获,并讨论如何更好地应对类似的问题和

挑战。

  通过案例的情景带入,让学生通过实践中不同

角色和职责有效组合,形成团队协作,利用这种角色

情景模拟,促进学生将理论知识具体化、感性化[9]。

3.3 从错误的案例中汲取教训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并总

结错误的案例,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提高警惕性和应

对能力。畜牧业中生物安全意识的缺乏或管理不善

往往导致疫病的爆发和传播,给养殖业带来巨大损

失。因此,教师可以通过分析一些因生物安全问题

导致的失败案例,让学生认识到生物安全的重要性,
并学会制定和执行有效的生物安全措施,引导学生

思考如何避免类似错误的发生。例如,养殖场的规

章制度的落实是确保养殖场运行有序、防止疫病传

播的关键所在。在某次流行病学调查中,笔者曾观

察到某养殖场工人每天往返于生产区与家中,且从

场外返回生产区时直接骑自行车进入,这种随意出

入生产区的行为无疑会给养殖场的生物安全带来极

大的隐患。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外来病原体的侵

入,从而引发疫病的传播和流行,对养殖场的生产造

成严重影响。通过对这些错误和反面案例的反思,
学生不仅能够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还能提高他们

面对实际问题时快速找到关键因素的能力,避免重

蹈覆辙。

4 案例教学法实施要点

4.1 合理安排案例教学与讲授教学环节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案例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和

解决方案。同时,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应针

对重点问题实施案例教学分析,使案例教学成为传

统教学的有益补充而非独立的过程。为了确保案例

教学的顺利进行,设计案例如何导入教学环节至关

重要。教师应确保案例的引入不会显得突兀,而是

能够与之前讲授的理论知识紧密衔接,使学生能够

运用所学知识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这种案例安排

形式能够引起学生兴趣,愿意参与其中讨论,更好的

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并将其和实际应用联系起来,
实现教学目标。

4.2 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

  教师需要精心挑选和设计案例,确保案例的真

实性和针对性,以便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讨

论。案例教学不是举例教学,选用的案例应和教学

目标紧密对应,有助于理论联系实践,有助于提高学

生思维能力[10]。为了搞好案例教学,教师本人需要

对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从多角度提出影响结果的因

素,并能够将这些因素相互串联贯通。此外,教师还

应具备处理类似问题的实践经验,以便在案例教学

中为学生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建议
 [11]。其次,教师对

案例教学引导要由浅入深,能够让学生触类旁通,体
现专业性、系统性。随着学生对问题深入了解,教师

可以适当调整案例分析的难度和复杂度,匹配学生

的学习能力。这种渐进式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并将其与实际应用联系

起来,从而实现教学目标。

5 总 结

  在畜牧兽医类课程教学中,案例教学法能够促

进学生理论联系实践,提高学生在面临生产实践问

题时,能够正确应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通过对案

例的分析讨论,既能吸引学生学习兴趣,又能达到知

识运用、思政引导的目的,培养学生扎根基层,服务

三农情怀意识,满足企业对既懂理论又懂实操人才

的需求[12]。同时,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不仅要求教师要精通行业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
又能深入畜牧行业一线,解决养殖户生产实践问题,
具备畜牧兽医行业临床实践经验。根据行业生产实

践撰写教学案例,适时对案例教学进行总结与改进

评价,以适应畜牧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际需求和发

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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