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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兽医专业英语》是农业高等院校动物医学专业本科教学的专业课,本文以天津农学院《兽

医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改革为例,多角度分析了《兽医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结合

“新农科”建设背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培育卓越兽医新才为目标,对该课程的教学方法和考

核模式提出改革举措,以期为提高农林高校《兽医专业英语》课程的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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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terinary
 

English"
 

is
 

a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teaching
 

of
 

animal
 

medicine
 

majors
 

in
 

agricultur-
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Veterinary
 

English"
 

course
 

in
 

Tianjin
 

Agricultural
 

Col-
lege

 

as
 

an
 

example.
 

We
 

have
 

analyzed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Veterinary
 

English"
 

from
 

multiple
 

angles.
 

Combin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based
 

on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nd
 

aiming
 

at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new
 

veterinary
 

tal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form
 

measures
 

for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assessment
 

mode
 

of
 

this
 

course.
 

This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
Veterinary

 

English"
 

course
 

i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New
 

agricultural
 

sciences;
 

veterinary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and
 

discussion
 

  “新农科”建设指出,新时代新使命下高等农林

教育必须创新发展,目标是扎根中国大地掀起高等

农林教育的质量革命,对农林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

新的高要求:要适应农林新产业的发展步伐,打造卓

越农林新才培养新模式,培养高层次、高水平、国际

化的强农兴农创新人才。专业英语是快速掌握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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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国际信息及先进技术的基础工具,是国际化人才

的必备技能,掌握专业英语不仅可以提升本专业学

生的个人素质,更为行业发展的国际化水平奠定基

础。因此,推进专业英语的教学改革,是推进我国农

林高校“新农科”建设必不可缺的部分。本文以天津

农学院《兽医专业英语》课程为例,剖析农业高校该

课程的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讨课程教学改革

方法,以期为新的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借鉴。

1 课程性质及地位

《兽医专业英语》是我国大多数农业高校动物医

学专业本科教学的专业课,课程设置于《大学英语》
之后,天津农学院动物医学专业将该课程开设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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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第二学期。该课程主要讲授动物解剖学、动物

组织胚胎学、动物生理学、动物病理学、动物微生物

与免疫学、动物传染病学等领域的词汇、文献阅读、
翻译和中英文摘要写作技巧,主要目标是让学生掌

握科技英语技能,能够熟练阅读兽医专业英语书刊、
国外相关的专业文献,以掌握国内外兽医专业发展

前沿的最新动态。该课程的开设具有很强的必要

性,可以提升学生对动物医学专业的认识,促进兽医

相关学科的良好发展,还可帮助学生顺利完成毕业

论文中摘要的翻译和撰写工作,也为培养学生成为

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的研究型兽医人才提供

基础。

2 课程现状及问题剖析

2.1 学生角度分析

动物医学专业作为天津农学院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在学校的各专业中生源较好,但也面临

农业院校学生英语水平层次不齐的情况,虽不缺乏

英语拔尖的学生,但整体的英语水平不高。多数学

生更重视基础英语的学习,将大部分精力放到大学

四六级英语、考研英语、托福或雅思上,加上多数学

生认为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不需要专业英语,导致许

多学生对《兽医专业英语》缺乏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此外,该课程专业词汇量大、专业术语难度高,使得

学生对其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再加上学好该课程

还需要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对于专业知识不能熟

练掌握和灵活运用的学生来说,该课程教学则是难

上加难。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学生的课堂学习主要靠

教师的讲授,很多是无脑式的被动吸收,无法形成积

极的课堂表现,该课程的学习最终成了学生为了应

付考试拿学分的任务。

2.2 教师角度分析

大多数农业院校中从事基础英语教学的教师,
英语水平较高、英语教学功底深厚,但不具备兽医学

相关专业知识,因此《兽医专业英语》的课程教学都

是由专业课教师来完成。专业课教师在所研究的专

业领域业务水平较高,但或多或少存在英语语言基

础不扎实的情况,无法准确把握发音,更无法实现英

语口语授课,原有教学任务完成较吃力,从而影响了

教学质量。此外,《兽医专业英语》涉及兽医学专业

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可细分为基础兽医学、临床兽医

学和预防兽医学3部分,即使授课教师有较好的英

语授课水平和本专业领域素养,也存在无法囊括所

有研究方向的情况,往往出现讲授内容偏向自己所

擅长的领域,对于其他知识面的讲授则无法生动形

象的完成,使得对于该领域感兴趣的学生兴趣倍增,
而其他学生则觉得索然无味。

2.3 教学形式分析

目前,对于大多数农业高校《兽医专业英语》的
教学,普遍采用讲词汇、识语法、解翻译的模式,通过

对于所讲授课文的全篇通读和逐句翻译来完成。该

方法虽可在一定程度强化学生的专业英语基础知

识,但无法全面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能

力,更无法使学生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交流能力。
而且,大多数教师采用的教学方式为“教师为主、学
生为辅”的传统课堂教学,常常是教师一人唱“独角

戏”,以填鸭或灌输式的方式教授给学生,缺乏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课堂气氛枯燥。虽然现在教师

大多采用制作PPT进行授课,但针对专业英语,多
数PPT内容仍为单调,因此不能保证教学质量和教

学效率,也是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厚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课程考核方式单一也是教学效果不好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多数农业高校《兽医专业英语》课程考

核仍然采取在期末考试中让学生翻译课文的方式,
该方式过于单一,不能有效、客观、全面地反映学生

的专业英语素养和能力,从而达不到“新农科”背景

下的育人目标。

2.4 教材分析

高质量的专业教材是优化教学活动的必备条

件,但适用于农业高校《兽医专业英语》的教材为数

甚少,能对学生的听说能力进行训练的专业英语教

材更是无从选择。目前的多数教材内容为国外英文

专业书籍的节选和汇编,章节之间缺乏必要的相关

性和系统性。绝大多数教材编撰于10年前,有的甚

至于20年前,虽然教材内容专业性强、语法严谨,但
已不能适应当今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求,更不能满足

“新农科”背景下的育人目标和学科发展。近年来,
兽医学学科趋于与其他多种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新
技术、新理念、新成果层出不穷,但目前的教材中无

法体现出这些学科融合、学科前沿以及最新的科技

成果,因此,“新农科”背景下亟需对现有教材进行更

新,编撰能满足“新农科”育人要求的教材。

3 教学改革探索

3.1 提高学生兴趣

针对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课程重视程度不够的

问题,教师应积极关注学生课程动态,课前多给些预

习资料,课上多积极引导提问,课下督促完成课后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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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帮助学生端正对专业英语的学习态度,提高对该

课程的重视程度,让学生打消“专业英语没用”的错

误想法。针对基础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多培养其

对英语的兴趣度,多给予积极的态度,不要让学生增

加负面消极的情绪,更不能随意地批评学生,以此来

消除学生对英语以及专业英语学习的恐慌感。针对

兽医专业知识基础薄弱的学生,在授课内容中多加

入专业知识的介绍,多从兽医专业英语文献中找模

式图或流程图。例如,兽医基础知识“Skeleton”一
课中,涉及了三种常见的关节类型,滑动关节(slid-
ing

 

joints)、铰式关节(hinged
 

joints)和球窝式关节

(ball-and-socket
 

joints),该内容属于动物解剖学,
可能有多数学生已遗忘。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

文内容,教师可搜集动物解剖学中文以及英文书籍,
找到关节的图片和举例:滑动关节又称平面关节

(plane
 

joints),如跗跖关节;铰式关节如膝关节、指
关节;球窝式关节如肩关节。由此可让学生很快回

顾其原来的知识,从而更好地学习专业的英语表述,
更深刻的记忆专业词语,也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总的来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要提高

学生对《兽医专业英语》的重视程度,明确课程学习

目标,增加课堂互动,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确保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感和主体地位,教师逐步

巩固学生的专业知识,让学生加深对专业词汇的理

解和记忆,多给与肯定和鼓励,树立学生的学习自

信心。

3.2 提升师资水平
  

针对《兽医专业英语》授课教师师资水平问题,
学校、学院应重视该课程教师英语水平,适时组织技

能培训,不断提升授课教师的英语教学技巧。与此

同时,为适应“新农科”背景下兽医学的不断发展,授
课教师应提高自我要求,不断地查阅最新的英文文

献和专业著作,充实自身的专业知识,对兽医学前沿

科学有较强的敏锐感。由此,授课教师可将英语和

专业知识的教学更加灵活地运用到课程讲授中。此

外,对于《兽医专业英语》的讲授,可由多位兽医专业

且英语水平较高的教师集体合作授课,这样可使得

各教师更好的讲授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学生也可以

从不同的领域学习到更多的专业英语知识。

3.3 教材和辅助教材的合理选用
  

对于我校《兽医专业英语》课程,在目前的国内

可选教材中选择了由张家骅、田文儒和李跃民主编

的《畜牧兽医专业英语》,从教材中选择偏向动物医

学专业方向的内容进行教学,课程内容包含兽医学

基础知识,如骨骼、肌肉、反射、机体内各系统介绍

等;也包含了兽医学的专业知识,如疾病的诊断与治

疗、内外科疾病、传染病以及寄生虫病的介绍等;除
此之外,本课程还会给学生介绍畜牧相关的少数课

文,如粗饲料、饲料能量转化、产蛋等,以此增加学生

对相关领域的知识摄取。
目前看来,本教材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

对本课程专业英语知识的获取,但内容仍是老旧,教
材编写于近20年前,无法满足“新农科”背景下学生

对前沿科学和科技成果等的学习需求,因此,《兽医

专业英语》课程需要写出新教材。为弥补教材方面

的缺陷,我校《兽医专业英语》课程大量选取辅助教

材,主要以英文文献为主,采取专题形式,提高学生

学习兴趣,拓展学生视野。

3.4 专题设置
  

语言的学习往往是枯燥乏味的,而对于《兽医专

业英语》来说,目前大多数采取应试教育,学生很难

有好的学习兴趣。教师应敢于打破传统的应试教育

模式和方法,要重视学生的学习目的,迎合学生的需

求,并将其与《兽医专业英语》的教学有机结合。因

此,选择学生感兴趣且比较熟悉的某些研究领域,查
阅兽医学科高水平文献,以专题的形式给学生讲解,
让学生及时掌握兽医学科前沿动态,一方面可为学

生未来的就业提供方向,另一方面可为培养科研型

人才提供基础。比如,基于新冠在全世界突发和流

行,可以给学生讲解畜禽常见冠状病毒的研究进展,
以专业英语的形式让学生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微生物

学或者病毒学中冠状病毒的相关知识;又比如,可讲

解宠物某一常见外科手术治疗的研究进展,以充实

学生对于小动物医学的兽医专业英语知识;此外,基
于“新农科”背景,还可以通过文献深入讲解目前在

兽医领域的先进科研技术手段,比如胚胎移植最新

技术研究进展、基因编辑技术的最新应用、以及新型

疫苗或疫苗佐剂的研制等。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文

献的讲解,引导学生以小组进行讨论,并将讨论内容

以专业英语的形式进行书面递交,作为成绩的一部

分,考核学生自我思考的能力。

3.5 渗透式教育
  

语言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兽医专业

英语》也是如此。因此,从学生大一入学开始,各门

专业课就应注重采用中英双语教学,可从简单的词

汇入手,逐步渗透,在教学中展示常见重要专业词汇

的英文表述。比如:解剖学(anatomy)、病变(le-
sion)、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犬瘟热(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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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
 

distemper),以及一些复合名词,比如:心肌

(myocardium)、红细胞(erythrocyte)、脱氧核糖核

苷酸(deoxyribonucleotide)等。让学生在完成一门

专业课的学习后,对该课程中重要学术词汇的英文

翻译有深刻印象,同时可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步领悟

兽医专业英语词汇的一些构词规律,增加对兽医专

业英语的敏感度。此外,英语水平较好的教师也可

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适当的开展英语讲授,可以让

学生进一步熟悉相关专业英语知识,提高学生对专

业知识和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在学生进入《兽医专

业英语》课程的学习时,拥有一定的基础,学习起来

自然得心应手。

3.6 教学形式的改革
  

《兽医专业英语》的教学应逐渐摒弃以教师为主

导的传统模式,目前我校该课程会在授课中添加翻

转课堂,课前设置资料供学生学习,课堂上由学生分

组进行英文文献的讲解。学生在课下自主学习,组
内讨论,共同制作PPT课件,此过程可大幅提升学

生的团队意识、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和专业英语的翻

译能力。此外,可通过添加网络资源的方式,线上线

下有机结合地充实学生的专业英语知识。但目前在

慕课或爱课程等网站,没有相关的内容可供学生学

习。因此,我校《兽医专业英语》授课教师正在努力

制作课程微课,以填补此空白。
对于大多数本科生来说,一门课的考核方式也

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改革制定一套合理而完善

的考核方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更好

的评价学生学习的效果和教师教学的效果。因此,
在教学手段改革的基础上,笔者采取如下的成绩考

核配比:平时成绩占20%(包括出勤率、课上问答和

小组讨论)、线上学习占20%(线上资料学习及线上

测验)、团队PPT展示考核占20%、以及期末考试

占40%。通过实践,上述考核方式可以保证学生的

出勤率,课上会有随机的提问考核学生的听课专注

度,课下会有线上资料和测验,此方法能让学生在学

习中时刻保持“紧迫感”,提示学生学习过程的重要

性,逐步提升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灵活运用能力,同时

逐渐淡化期末考试的卷面成绩占比,避免考前突击

拿高分的情况,保证课程教学的质量。

4 结语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发展迅猛,经济全球化水平

不断提高,要想不断推进全国农业高校“新农科”建
设的步伐,就需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视学生的专

业知识积累、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而《兽医专业

英语》的学习,是动物医学专业学生获取国际信息的

重要工具和手段。笔者通过改革教学形式,以专题

设置、渗透式教育以及团队考核的方式,不断引导学

生理解专业基础知识、改变学生在课堂中的主导地

位、提升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高层

次、高水平、国际化的创新型农林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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