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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培养新农科背景下畜牧兽医行业一线急需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结合动物解剖学

课程特点,构建了“一中心、二平台、三路径、多环节”(123X)课程教学模式,以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为

中心,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和线下实验实习平台,采用线上虚拟仿真项目与课程网络资源结合、线下

实体解剖、解剖协会第二课堂三路径,通过思政融入课程、虚拟仿真实验融入实验教学等多环节,激
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形成了具有推广示范效应的动物解剖学课程教学

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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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urgently
 

needed
 

at
 

the
 

frontline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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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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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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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a-
natomy

 

cour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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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odel
 

of
 

"one
 

center,
 

two
 

platforms,
 

three
 

paths
 

and
 

multiple
 

links"
 

(12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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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指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

定人才培养质量。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动物解剖学课

程组从2014年开始,以动物医学专业“教育部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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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人才培养计划”改革项目、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

改革实践项目“新农科背景下培养应用型畜牧兽医

类人才实践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为依托,坚持“能
力引领,德能并重”的培养理念,以培养新农科背景

下畜牧兽医行业一线急需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结
合动物解剖学课程特点,构建了“一中心、二平台、三
路径、多环节”(123X)课程教学模式,经两年的推广

应用,应用效果显著。

1 课程改革背景

自2018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简称《国标》)以来,以《国标》
为基础构建符合专业发展的课程教学模式,实现课

程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成为课程教学改革的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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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解剖学是动物医学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一

年级第一学期开设,理论课48学时,实验课8学时,
另设1周教学实习。作为第一门专业基础课,担负

着引导学生热爱本专业、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会学

生学习方法等任务。从2014年开始,以动物医学专

业“教育部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吉林

省教学改革项目“应用型本科动物解剖学实验教学

改革探索与实践”为依托,坚持“能力引领,德能并

重”的培养理念,以培养新农科背景下畜牧兽医行业

一线急需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结合动物解剖学课

程特点,构建了“一中心、二平台、三路径、多环节”
(123X)课程教学模式,即以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为中

心,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和线下实验实习平台,采用线

上虚拟仿真项目与课程资源利用、线下实体解剖、解
剖协会第二课堂三路径,通过思政融入课程、全天侯

开发解剖教学实验室、虚拟仿真实验融入实验教学、
线上资源充分利用、案例教学贯穿教学过程、解剖协

会第二课堂、组织课程知识竞赛、改进课程评价体系

等多环节,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

综合能力,形成了具有推广示范效应的动物解剖学

课程教学典型经验。
八年改革与实践,动物解剖学课程教学实现了

五个转变:一是从注重知识传授的“以教为中心”向
“知识-实践-抽象思维”培育并重的“以学为中心”的
教学模式转变;二是从单一课堂教学向线上虚拟仿

真与课程资源利用、线下实体解剖、解剖协会第二课

堂虚实结合的培养方式转变;三是学生从被动学习

“考试型”向主动学习“技能型”学习能力转变;四是

从“期末一张卷”考试评价向重学习过程评价的考核

评价体系转变;五是从课程教学投入单一向全方位

投入的保障机制转变,形成了学生“勤学、会学、爱
学”良好氛围,构建了动物解剖学课程教学的“吉农

科”模式雏形,本成果已应用于4届840余名动物医

学专业学生培养中,及格率由2018学年的77.2%,
提高到2021学年的92.2%,实践技能和综合能力

显著提升。成果得到国内多所高校认可,在延边大

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等高校推广应用,产生示范作用。

2 创新课程教学模式

2.1 虚实结合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完善课程教学体系,通过虚实结合多途径激发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实践技能水平。

2.1.1 直观化教学保证学习效果 教师在理论课

堂借助实体、图片、标本、模型等直观性教具,“讲”、

“演”、“触”、“练”结合,使效果倍增。例如在讲解骨

骼构成时,在讲解同时让学生在自身触摸相应结构。
“百闻不如一见”,这样通过活体触摸,许多抽象理

论、复杂概念、疑难问题,豁然开朗,一目了然。

2.1.2 案例教学贯穿学生学习始终 课程组精选

典型病例,精心设计,课上分小组实施,学生在问题

引导下主动去获取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2.1.3 
 

实验室全天侯对学生开放 为解决学生课

余时间自学和复习,提高学习效率,实验室实行全天

侯开放,学生可随时进入实验室自主学习,实验室晚

间自习实行排班制。

2.1.4 将任务驱动法与翻转课堂相结合 充分利

用动物解剖学在线开放课程(2019年)线上资源,采
用“发布学习任务+课前线上自学+文献检索+课

上翻转+分析讨论+课后线上答题”的形式进行线

上线下学习。

2.1.5 虚拟仿真项目引入课程实验 课程组与企

业共同开发了线下仿真学习系统,直接利用到理论

和实验教学过程中,学生在三维空间便捷地对所学

习的组织结构进行放大、缩小、移动、切割、旋转等操

作,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剖面了解动物体具体构

造和结构特点,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2.1.6 优化教学实习内容和过程 课程设置了一

周教学实习,依次进行羊、猪、兔、犬、鸡的动物实体

解剖,每班分别提供猪、羊、犬、兔、鸡等实习动物。
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亲自动手解剖和观察为主,取消

教师包办代替,把大部分时间交给学生。学生动手

解剖时间占全过程的80%以上,锻炼了学生实践

技能。

2.1.7 改革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课程评价采取理

论考核+实践技能考核,理论考试实行线上形成性

评价和线下理论考试的有机结合,实践技能考核采

取“随机抽签”“一师一生一室”严格的考核模式,迫
使学生不得不学。

2.2 实现学生个性化培养

组建动物解剖协会,形成“以老带新”传帮服新

模式,实现学生个性化培养,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并

举的素质育人新范式。

2.2.1 组建动物解剖协会 由上届学习较好、积极

性较高的学长组成,协会成员作为课程教学助理,全
程参与解剖学课程的实验、实习及课后自学的辅导,
学生间可以随时请教,学习效果得到明显提升,形成

“以老带新”传帮服新模式。

2.2.2 组织解剖绘画比赛 协会每学年组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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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动物解剖学绘画大赛,培养学生的耐心细心和观

察力,提高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

2.2.3 培养协会成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课程

组教师全程担任协会成员大学期间的创新创业导

师,大一就组织协会成员积极参加各种创新创业培

训,参加高年级会员的创新创业大赛及大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升课程素质育人

功能。

2.2.4 担任实验室讲解员 协会成员成为实验室

外来参观人员的实地讲解员,通过对外活动学生得

到锻炼,综合素质得到提高,实验室成为了培养综合

素质的实践基地。

2.3 虚拟仿真项目和动物解剖学线上课程解决了

教学资源不足

  建设动物解剖生命科学馆、虚拟仿真项目和动

物解剖学线上课程,解决教学资源不足、实物和空间

感缺失问题,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记忆能力。

2.3.1 改扩建动物解剖生命科学馆(实验室) 
 

学

校投入208万元,建成了240余平米的动物解剖学

生命科学馆,提高线下学习条件。目前,本课程已建

有国内先进的动物解剖生命科学馆,动物实物标本

研制开发的3D数字化解剖软件配套液晶触屏自主

学习系统(软件包括猪、马、牛、羊、犬的解剖,采用

3D数字化的形式立体的展示了标本的结构,各个器

官的比邻关系),在选择性的保留过去100多年采集

的牛、马、猪、羊、鸡、犬、兔示教的整体骨骼、肌肉标

本、实体浸渍标本的基础上,购入了牛、马、猪、羊、
鸡、犬、整体、分解的实体塑化、铸型、断层标本、分体

模型。解剖实验室现有陈列学习标本100余件,模
型80余件,方便学生从三维角度解动物解剖结构,
以后将继续建设解剖相关标本模型。

2.3.2 建设虚拟仿真项目和开发线下仿真系统 
课题组策划、录制、打造动物解剖虚拟仿真实验项

目,与企业合作开发线下仿真教学系统,用于理论和

实验教学。

2.3.4 打造动物解剖学在线开放课程 充分利用

学习通平台建设动物解剖学在线开放课程,主要包

括网上教学系统、网上答疑系统、网上实验系统、可
视化虚拟系统、网上考评系统等等。每个系统都含

有不同的功能模块。教学资源方面,为学生提供如

题库、教学视频、微课、图片集、手机
 

APP、自主学习

触摸屏等数字化教学资源,便于学生课前自主学习

及课后复习。采用课前任务推送—学生自主学习—
小组讨论,完成任务—课堂交流—互评及教师点评

及重难点解析—总结提高等环节,将学习的主动权

从教师转
 

移给学生,实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

主导的教
 

学实施过程。

2.4 课程思政融入全教学过程

课程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将家国情怀融入专业知

识,结合临床案例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每次进

行动物解剖实验前,与学生一起进行简单的清洁动物

身体、默哀仪式,尊重实验动物,懂得感恩;课程采取

“优少”(优秀学生、少数民族学生)一对一帮扶结对,
通过朋辈交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及时解决学习

生活中的问题,营造“人人都做民族团结的事、人人争

当民族团结模范”的浓厚氛围。动物(犬、兔、鸡)实体

解剖课上,引入敬佑生命、尊重生命、珍惜动物。子宫

是孕育胎儿的场所—尊重、感恩、孝顺母亲;呼吸系统

部分引入医者仁心、兽医精诚。通过讲述著名呼吸内

科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院士2003年抗击

非典、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的先进事迹,让学生牢记

“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的医者职责。

3 改革成果的创新点

3.1 构建了“一中心、二平台、三路径、多环节”
(123X)课程教学模式

  坚持“能力引领,德能并重”的培养理念,以培养

新农科背景下畜牧兽医行业一线急需的应用型人才

为目标,结合动物解剖学课程特点,构建了“一中心、
二平台、三路径、多环节”(123X)课程教学模式,即
以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为中心,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和

线下实验实习平台,采用线上虚拟仿真项目与课程

资源利用、线下实体解剖、解剖协会第二课堂三路

径,通过思政融入课程、实验室全天侯开放、虚拟仿

真实验融入实验教学、线上资源充分利用、案例教学

贯穿教学过程、解剖协会第二课堂、组织课程竞赛、
改进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等多环节,激发学生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形成了具有推广

示范效应的动物解剖学课程教学典型经验。

3.2 创建了动物解剖协会

形成“以老带新”传帮服新模式,实现学生的个

性化培养。由上届积极性较高的学长组建动物解剖

协会,协会成员作为解剖学教学助理,全程参与解剖

学课程的实验、实习及课后自学的辅导,学生的学习

效果得到明显提升,协会成员作为实验室讲解员接

待参观人员,实验室成为了培养综合素质的实践基

地。协会组织的专业绘画比赛,提高了学生学习兴

趣,提升课程育人功能。协会成员在创新创业能力

提升显著,并引导新生热爱本专业,激发其学习兴

趣、培养创新创业意识,动物解剖协会成为课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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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近两届协会成员85%获得省级以上奖励或项

目,考研率分别达到75%(2021年)和57%(2022
年)。

 

3.3 打造了“一馆、一课、两虚拟”课程学习资源

为学生学习提供保障,为提升学生的学习环境

和学习资源,学校投入资金,课程组规划建设了240
余平米的国内先进的动物解剖生命科学馆(“一
馆”),建成吉林省动物解剖学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

课程(“一课”)和2个省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两虚

拟”)等线上线下学习资源,保障了课程育人效果。

4 改革成果的推广应用

本成果构建的“一中心、二平台、三路径、多环

节”(123X)课程教学模式,推动了本课程建设成果

的产出,教学实际应用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

成绩,以及学习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显著提升,得到同学的一致认

可。成果在教学模式改革、资源建设、实验实习基地

建设、学生专业协会建设管理等方面为同类院校相

关课程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得到兄弟院校相关专

业的好评。

4.1 加强了课程建设成果的产出和应用

(1)利用学习通平台建成的动物解剖学在线开

放课程(2019年),学生总学习次数达15万次以上,

2020年动物解剖学课程被评为吉林省一流课程。
(2)开发的“犬的实体解剖结构虚拟仿真实验”、“羊
的实体解剖结构虚拟仿真实验”分别在2018年、

2019年获得吉林省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学生在线

学习达2万余人次。(3)建成的国内先进的动物解

剖生命科学馆(实验室),现陈列学习标本100余件,
模型50余件,成为对外展示、来访学习交流的窗口,
实验室对外接待过参观学习人员3000余人次。

4.2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创新意识和能力素质

(1)动物解剖协会成员下班级指导每班20余次

指导专业学习,提高了新生对解剖学的兴趣和效果。
解剖协会成员近三年,主持参与吉林省教育厅大学

生创新训练项目23项,发表论文14篇,获全国大学

生生命科学国家级竞赛奖励9项,省级奖励25项,
协会成员85%获得省级以上奖励或项目。近两届

协会成员考研率分别达到75%(2021年)和57%
(2022年)。(2)课题组发表和指导学生发表相关教

研论文5篇,申报国家专利3项,获实用新型专利1
项。(3)教学效果显著提高,学生考试成绩明显提

高,及格率由2018学年的77.2%,提高到2021学

年的92.2%,实践技能显著加强。

4.3 应用效果及师生评价

本课程长期以来一直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领

衔主讲,配合动物解剖学“123X”课程教学模式的创

新与实践教学成果实施,重视和强调学生的动手能

力和理论联系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本课程从理

论教学到实践教学所能提供的各种条件在同级院校

处于领先水平。本课程的教学效果一直受到学生、
校内外专家和企业的好评。学校教学督导组对课程

评价认为,动物解剖学在教学内容上,力求将基础理

论知识与前沿研究动态相结合,夯实了基础,开阔了

学生视野;在教学方法上,灵活多样,有形象生动的

虚实结合教学方式,又有循循善诱的板书教学,采用

启发式、讨论式和演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学生学

习本课程后反映,授课中教师引入大量生产实践实

例,解剖协会成员给我们起到了很好的带动引领作

用,能很好的激励我们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授课质量高。在完成本课程学习后,能够很

好的掌握动物解剖基本知识,并能灵活应用。很多

学生在顶岗实训期间就受到企业的好评,提前被企

业聘用,连续多年该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甚至于大

三学生就被用人单位“定购一空”,牧原集团、大北

农、北京保吉安、沈阳禾丰等国内知名企业慕名来我

校挑选毕业生,许多企业指名聘用“动物解剖协会”
成员,到企业从事技术工作。毕业生实现了“零距

离”上岗,很多毕业生短时间内就成为企事业单位的

骨干,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本成果已被多家兄弟

院校认可,并在延边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东
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推广应用,取
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参考文献:

[1] 李沐森,呼显生,尹柏双,等.新农科背景下动物解剖学

课程实验教学改革探索[J].今日畜牧兽医,2020(9):

103-104.
[2] 陈金锋,尹春丽,张海玲,等.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医学

高职高专人体解剖学教学各环节的设计[J].解剖学杂

志,2022(2):176-177.
[3] 吴菊花.虚拟仿真技术在体育专业运动解剖学课程教

学中的应用探讨[J].体育科技,2020(5):159-160.
[4] 李艳君,宋汉君,陈庭玉.创新教育在人体解剖学教学

中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局解手术学杂志.2002(4):

374-376.
[5] 郑立宏,谢景.关于人体解剖学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建设的探索[J].卫生职业教育,2018(8):208-209.

831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Vol.42  
 

No.4  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