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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物学是高等农业院校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的科类基础课,教学效果好

坏直接影响本科生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和认同度,也关系到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提升。基

于标准化建设和“两性一度”要求,动物学理论课以线下教学为主,线上教学为辅,以高阶选择题和

阅读提高题拓展知识点的内涵和外延,注重与养殖实践和兽医诊疗过程的有机结合,构建了公平、
公正的平时成绩计量和评价体系;动物学实验课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占比超50%,以科研促教学,
破解了低年级本科生专业基础知识欠缺,难以跟踪前沿科研进展的难题。课程标准化和“两性一

度”的高标准要求,促进了动物学课程教学新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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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Zoology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college
 

freshmen
 

majoring
 

in
 

both
 

animal
 

science
 

and
 

animal
 

medicine
 

majors
 

in
 

higher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Worse
 

or
 

better
 

results
 

in
 

teaching
 

directly
 

affect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terest
 

and
 

the
 

degree
 

of
 

recognition
 

for
 

their
 

learning
 

majors,
 

and
 

they
 

are
 

also
 

rela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
neurship

 

ability,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Based
 

on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standardization
 

con-
struction

 

and
 

"two
 

properties
 

and
 

one
 

degree"
 

(higher
 

order,
 

innovativeness,
 

and
 

challenging
 

degree),
 

zoology
 

theory
 

course
 

mainly
 

relies
 

on
 

offline
 

teaching,
 

and
 

supplemented
 

by
 

online
 

teaching,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some
 

knowledge
 

point
 

is
 

clarified
 

by
 

the
 

ways
 

of
 

higher
 

order
 

choice
 

question
 

and
 

demanding
 

essay
 

questio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zoological
 

knowl-
edge

 

points
 

with
 

breeding
 

practice
 

and
 

veterinary
 

diagnosis
 

is
 

concerned
 

during
 

teaching
 

process,
 

and
 

a
 

fair
 

and
 

justice
 

usu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proportion
 

of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and
 

ex-

periments
 

with
 

designing
 

task
 

in
 

zoology
 

experimental
 

courses
 

exceeds
 

50%,
 

which
 

promote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rough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lves
 

the
 

difficulties
 

that
 

junior
 

undergraduates
 

lack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track
 

the
 

cutting-edge
 

scientific
 

progress.
 

The
 

high
 

standard
 

requirements
 

of
 

curriculum
 

standardization
 

and
 

"two
 

properties
 

and
 

one
 

degree"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teaching
 

pattern
 

of
 

zoology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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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学是高等农业院校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

业一年级本科生的科类基础课,教学效果关系学生

对所学专业的认可度,关系高素质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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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教育厅自2020年启动省级教学示范课(基本

教学活动标准化建设及示范创建)认定工作,安徽农

业大学《动物学》课程位列其中,经过2年多的探索

和实践,《动物学》理论课和实验课的标准化程度显

著提高,以科研促教学成效显著,形成了与动物科

学、动物医学专业培养目标相匹配的教学新格局。
在夯实《动物学》自身知识架构的基础上,注重各教

学环节的标准化建设,注重教学内容和实验项目“两
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高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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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知识点的内涵和外延与养殖实践和兽医诊疗过

程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科类基础课在创新创业

和综合素质能力培养上的基础性作用。

1
  

《动物学》理论课和实验课标准化建设情况

  安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学》理论课和

实验课开课历史悠久,始于1958年畜牧兽医系(动
物科技学院前身)建系之初。2000年以后,尤其是

最近2年,《动物学》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改革齐头

并进,2020年立项建设省级教学示范课,2021年立

项建设省级线下课程(原精品线下开放课程),2020
年立项建设省级重点教学研究项目“动物学设计性

实验教学改革研究”,教学效果良好。

1.1 做到了思政元素全覆盖和三全育人理念贯穿

于教学始终

  《动物学》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过程,做到了章

章内容、节节实验都含思政元素,且课前、课中和课

后课程思政元素全覆盖,与教学设计严丝合缝。严

守政治纪律,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感教

书育人,在培养“一懂两爱”的创新创业型高素质新

农科人才的过程中,与时俱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结合国内外见闻,讲授最新、最近的动物学研究

领域的成果,介绍野外趣闻、前沿热点,巩固学生的

专业思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保护动

物、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意

识,倡导生态文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实验课环节,循序渐进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和团队

精神,锤炼心理素质,提升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养成严谨、求实、认真的科研态度,培养探究动物

学未知领域的浓厚兴趣。

1.2 
 

教学改革与时俱进

紧扣《动物学》理论课教学目标,以科研促教学,
不断改进、完善多媒体课件。课前必备课,上课时学

生名单、教学大纲、教案、教学日历、教材和课表等教

学文件齐全。在自创的“双管齐下、温故知新、层层

递进、系统内化”的教学方法指导下,设计了与执业

兽医师考试题目类型和难度接近的新型选择题题

目;利用超星泛雅慕课平台,建立了与《动物学》理论

课教学进度相匹配的网络测试平台,每学期组织5
次随堂小考和一次期中考试,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

分,改进了平时成绩的评价标准。从2021年上学期

开始,将动物医学专业5个班分为2个小班授课,提
高了教学效果。友善、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位学生,
注重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助力青年教师快速

成长,形成了年龄、职称结构都很合理的教学团队。

《动物学》实验课教学是学生建立规则意识、巩
固专业思想、提升动手能力、锻炼科学思维、增强心

理素质的重要环节。实验课选用的自编教材,十二

年来已改版三次。自2011年开始启动《动物学》实
验课教学改革,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占比已达50%
以上。结合动物科学和动物医学的专业特点,开设

了大蜀山采集和制作节肢动物标本及参观合肥野生

动物园等综合性实验环节,是《动物学》实验教学的

一大特色,这一做法改变了非生物类专业动物学课

程无野外实习的历史,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

热爱自然、热爱祖国,保护和善待动物的情感。此

外,大力推进设计性实验教学改革,注重设计性实验

内容与新兴交叉学科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路之间

的关联度,加强与蛇类、龟类养殖企业合作,培养本

科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以及求真务实、勇于创新、敢
于创业的精神。

2 大力推进“两性一度”要求入脑入心,成效

显著

  2018年11月24日,在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

学论坛”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作了题为

“建设中国金课”的报告。其中,“两性一度”即高阶

性、创新性、挑战度,是建设“金课”的标准。

2.1 将进化和适应的观点融入养殖实践和兽医诊

疗过程凸显了素质养成的高阶性

  所谓“高阶性”,就是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
是要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

维。动物学学科知识体系庞杂,进化和适应是课程

教学的两大主题,贯穿于授课全程,是学生深入理解

课程精髓的重点,也是教学中的难点。践行“双管齐

下、温故知新、层层递进、系统内化”的十六字教改建

议,是促进学生深度理解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抓手。
无论是养殖实践,还是兽医诊疗过程,都是非常

复杂的活动,需要集成海量基础知识和新兴知识作

为智力支撑。知晓动物如何与其生存环境相适应,
了解其进化地位,利用新兴交叉学科的新技术、新方

法和新思路来解决老问题,对求解养殖难题、破解诊

疗困境,都有很大的价值。例如,野猪的种群数量在

我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甚至出现了

野猪伤人事件。如何正确处理野猪与家猪、野猪与

环境、野猪与人类之间的矛盾,使其处于合理、可控

的种群范围之内,是一个待解的难题。从进化的角

度,家猪起源于野猪,野猪与家猪杂交,有利于改善

家猪品质,这在养殖实践中已有实证,但野猪种群间

也可能会传播猪瘟;从野猪与其生存环境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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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野猪作为“三有动物”,随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

力度不断加大,其栖息地环境明显好转,但天敌却几

乎完全消失了。那么,如何做才能有效地控制野猪

的种群数量呢? 其中,需通过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猪

的野外种群数量、通过进化溯源和流行病学调查可

确定猪瘟的来源、通过繁殖学和遗传学知识可扩大

种源范围和改善家猪品质、通过符合动物福利的规

定来对野猪做无害化处理,只有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将进化和适应的观点与养殖实践和猪瘟诊疗相结

合,才能有效解决野猪的保护及利用问题。此外,动
物学虽然不是执业兽医师的必考科目,但动物学的

随堂小考和期中考试可以仿照执业兽医师的出题方

式来进行,这些在基础知识上有所拔高的高阶性题

目,为提升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整合知识点来解决

复杂问题的能力提供了先机,有利于高级思维模式

的培养和建立。

2.2 
 

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路不断融入设计性实

验内容体现了创新性要求

  所谓“创新性”,是指课程内容要反映前沿性和

时代性,教学形式呈现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具

有探究性和个性化。动物学是一门内容十分广博的

基础学科,分支学科众多,免疫生态学和保护生理学

是最近二三十年来发展迅猛的新领域,也是本教学

团队正在开展相关研究和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在

教学过程中,通过开设设计性实验的方式来体现创

新性的要求,增加师生互动机会,促进教学相长,将
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路与动物学传统知识进行了

有机融合,引导同学们了解学科进展,发现和洞察与

动物科学和动物医学相关的知识点,为养殖实践和

诊疗过程提供理论参考和智力支持。
设计性实验是在借助前人工作与经验的基础

上,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积极的思考与归纳,对未知

因素进行大胆设计、探索研究的一种科学实验。能

否成功实施设计性实验是满足“两性一度”中创新性

要求的试金石之一。在优化经典验证性实验的前提

下,保留大蜀山采集和制作节肢动物标本及参观合

肥野生动物园等实训环节,改变了非生物类专业动

物学课程无野外实习的历史,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以及热爱自然、热爱祖国大好河山、保护和善待

动物的情感。大力推进设计性实验教学改革,创造

性提出将脊椎动物血液采集技术与免疫功能测定技

术有效融入设计性实验教学,以免疫生态学和保护

生理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新进展鼓励、引导高素质

低年级本科生积极参与科研过程,推进创新、创业过

程与实验课教学过程的有效融合,培养本科生求真

务实、勇于创新、敢于创业的精神,为本科生申报各

级大创项目,以及参加各类创业竞赛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设计性实验和24
 

h开放式动物学实验室的

实施运行,拉近了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

学生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师和学生在一起探究、研判

实验内容的互动性,教师的言传身教具有良好的示

范和引领作用,学生聚焦学科前沿和产业现状来看

待待解难题,起到了教学相长的作用。
设计性实验惠及的学生数众多,覆盖面广,成效

显著。近3年,立项国家级大创项目5项,结题2
项;结题省级大创项目5项,3项结题结果优秀。9
人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本科生以第一作者发

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2篇。

2.3 高阶选择题和阅读提高题扩展了已有知识点

的内涵和外延

  所谓“挑战度”,是指课程有一定难度,需要跳一

跳才能够得着,老师备课和学生课下有较高要求。
为保证理论课教学内容和实验课训练项目的高阶性

和创新性,教师要不断阅读原始文献,跟踪学科进

展,扩展已有知识点的内涵和外延,引领学生站在学

科前沿来找寻养殖实践和兽医诊疗过程所遇难题的

解决方案。设计新颖的高阶选择题和阅读提高题,
是实现高挑战度目标的有效途径。在高阶选择题部

分,仿照执业兽医师的出题方式,分为共用题干题目

和共用备选答案题目两种类型,活学活用动物学知

识体系中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围绕进化大循环来构

建各章节的小循环,从结构与功能、动物与环境相适

应的角度来理解各类动物的共性和特殊性,考察学

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情况。例如,在生物多样性部

分,设计了如下题目:共用备选答案为:A、物种多样

性;B、遗传多样性;C、细胞多样性;D、生态系统多样

性;E、景观多样性。题目为:1.
 

解决我国种业“卡脖

子”问题,重点在于保护(
 

)。2.
 

我国首批公布的5
大国家公园,重点在于保护(

 

)。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和层次与养殖实践中的种业振

兴问题,以及野生动物物种保护问题进行了串联,具
有非常好的启迪学生思维的作用,但正确答案却并

非为A和A,而应为B和D,这就需要学生能正确

区分物种和品种的概念,对国家公园这一试点制度

也应有所了解。结合北京冬奥会,设计了如下题目:

2022年为中国农历虎年,冬奥会在我国取得圆满成

功,冰墩墩作为奥运会吉祥物,出现了“一墩难求”的
状况,深受国内外游客欢迎。共用备选答案为:1.

 

冰墩墩的设计灵感来源于(
 

)。A、华南虎;B、大熊

猫;C、黑熊;D、小熊猫;E、东北虎。2.
 

该物种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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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等级为(
 

)。A、濒危;B、野外绝迹;C、稀有;

D、渐危;E、不定。3.
 

该物种现存数量约为(
 

)只。

A、1800;B、3000;C、2000;D、300;E、1864。通过这

样的设计,不但能激发学生对我国举办冬奥会的自

豪感,还会对大熊猫的保护现状有较深入的了解。
对于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学科进展中趣味性

较强的话题、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新发现等内

容,都可以作为阅读提高题的素材,学生无法在教科

书中或网络上直接找到答案,必须进行自己的综合

思考和分析研判后,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例如,
对珊瑚礁白化的认识和思考,对亚洲象“北上南返”
如何看待等问题,都需要深度学习和调研才能给出

令人信服的结论。

3 “两性一度”构建动物学课程教学新格局

动物学理论课和实验课是高等农业院校低年级

本科生的科类基础课,课程建设标准化程度高,亮点

突出,始终坚持“两性一度”的高标准要求来设计教

学内容和实验项目,为教学改革不断深入提供了动

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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