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生产》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实践

赵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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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猪生产》课程是高职院校畜牧兽医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具备养猪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具备独立开展岗位工作、解决猪场实际问题、创新创业和继续

学习的能力。为了解决在线教学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团队建立《猪生产》在线开放课程。
本文主要从《猪生产》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背景、课程概况、教学设计、发展历程及其特色创新等方

面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期为其他课程建设和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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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ig
 

Production"
 

course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course
 

offered
 

by
 

the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equipped
 

with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pig
 

raising,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carry
 

out
 

job
 

work,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pig
 

farms,
 

innovate
 

and
 

start
 

businesses,
 

and
 

continue
 

to
 

lear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online
 

teaching
 

courses,
 

our
 

team
 

estab-
lished

 

an
 

online
 

open
 

course
 

on
 

"Pig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course
 

overview,
 

teaching
 

design,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
 

innovation
 

of
 

the
 

"Pig
 

Production"
 

online
 

open
 

course.
 

This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ther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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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生产》课程是高职院校面向畜牧兽医专业大

学二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养猪基本知识和技能,具备

独立开展岗位工作、解决猪场实际问题、创新创业和

继续学习的能力。面对在线教学课程资源不足,线
下教学授课课时减少,教学内容较多的情况下,很多

教师考虑到了建设在线课程。本文介绍了《猪生产》
在线课程建设过程,并对课程在使用过程的情况进

行了概述和总结,供其他在线课程建设者参考。

1 《猪生产》课程概况

《猪生产》是畜牧兽医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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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动物医学等相关专业选修课程。该课程是学

生在学习了《动物解剖生理》、《动物营养与饲料加

工》、《畜禽环境卫生》、《畜禽繁殖》等课程后,开设的

一门“理实一体化”课程。
《猪生产》课程对接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畜牧

兽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面向猪场技术员、管理员和

场长岗位,培养能够立足甘肃,面向西北,服务全国

养猪企业,以知牧爱牧强牧兴牧为目标,以服务乡村

振兴为己任的畜牧兽医技术技能人才。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养猪基本知识

和技能;能够进行初步的场址选择和猪舍设计,对舍

内环境进行调控;对饲料进行筹划;能根据猪舍情况

配置相应的设备;能根据生产方向和市场需求进行

猪种选择;能够对母猪进行发情鉴定、人工授精、妊
娠诊断和正常接产;能够对各类猪群进行饲养管理

和规模化生产,初步具备独立开展岗位工作、解决猪

场实际问题、创新创业和继续学习的能力。

211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Vol.43  
 

No.2  2024



2 《猪生产》课程建设背景

2.1 疫情影响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全国人民的生活

和工作都偏离了正常轨道。为了响应国家教育部提

出的“停课不停学”的要求,按照甘肃省教育厅的工

作部署和要求,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积极开

展线上教学。在线教学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

问题:学生网络信号较差、学生上课时间不固定、学
生没有课程资源以及传统的考核和评价无法适应网

课的需求等,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团队准备建立

在线课程。
2.2 校内学生需求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从业人员的思

想道德、职业能力、管理素质、知识体系等严重不足,
与畜牧业相关的人员整体素质普遍较低,缺乏高素

质技能型人才。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了适应这

一变化,把人才培养模式从原有的“2.5+0.5”调整

为“2+1”。“2+1”教学模式指学生在两年内完成在

校的理论学习和实训任务,进入企业顶岗实习和学

习1年。这就意味着,原有的课程授课学时进行调

整和压缩。作为畜牧兽医专业核心课程猪生产,调
整后,课时量减少,教师无法在有效时间内完成所有

内容的讲授,需要学生自学部分课程内容。在这种

情况下,督促课程把资源放置在网络,让学生进行

自学。
2.3 扩招生教学要求

201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高职院校面

向社会扩招100万人。为了响应国家高职院校扩招

的号召,2019年9月,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面向

甘肃省退役军人、下岗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
在职职工以及应(往)届毕业生等开始开展教育教

学。针对扩招生我校主要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催促我校尽快建设一批在

线课程资源来满足扩招生的需求。

3 《猪生产》课程教学设计

《猪生产》在线课程以学生为中心,以满足学生

知识需求为宗旨,紧密围绕养猪这个主线,让学生从

了解猪→学养猪→养好猪到最后管理猪过程,根据

猪场生产工艺流程重构课程内容,最终将课程内容

整合为七个教学环节:养猪条件准备→猪的品种选

择利用→种猪生产→仔猪生产→肉猪生产→猪场经

营管理→猪场防疫与保健,让学生从初学者到猪场

技术员到猪场管理员再到猪场场长层层递进,环环

相扣,最终达到课程与岗位融合,学员与职工对接。
本课程将教学实施与真实的养猪过程融入到在线教

学平台,将知识讲授、实践操作、学生讨论、课后测验

与作业等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完成课程教学改革目

标。
 

《猪生产》课程设计如图1所示。

图1 
 

《猪生产》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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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猪生产》课程建设情况

4.1 课程建设情况

《猪生产》在线课程建成网络资源101个,录制

教学视频51个,制作教学课件47个,视频总长308
 

min,视频平均时长6.05
 

min,视频主题突出、内容

精简,便于学生进行碎片化学习;为了巩固学生学习

效果,强化学生在线课程学习质量和效果,同时建成

配套的章节讨论1套,章节测验1套,猪生产题库1
套。利用讨论区、留言区进行评论互动,同时利用

QQ群、钉钉群、微信群等共享学习资料,进行交流

互动,让学生参与课堂,展示和分享自己的观点,锻
炼学生分析问题和语言表达能力,为实现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奠定了良好基础。

4.2 课程发展历程

2019.7-2020.10制定《猪生产》在线课程建设

方案和准备课程资源。

2020.10-2021.5
 

拍摄视频、完善课程。

2021.5-2021.7完成在线课程开课申请并成

功上线。

2021.7.20-2021.10.10智慧职教 MOOC学

院第一次开课,加入院校36个,选课人次448人,互
动次数2669次,浏览量29322次。

2021.10.11-2022.1.10智慧职教 MOOC学

院第二次开课,加入院校37个,选课人次626人,互
动次数4387次,浏览量51852次。

2022.1.16-2022.4.30第三次开课中,加入院

校101个,选课人次743人,互动次数13125次,浏
览量75918次。

2022.5.1-2022.7.20第四次开课,加入院校

47个,选课人数209人,互动次数397次,浏览量

5803次。

2021.8编写并出版了与课程配套教材《养猪与

猪病防治实用技术》。
 

2022.3《猪生产》课程被评为甘肃省职业教育在

线精品课程。

4.3 课程使用情况

课程自2021年7月20日在智慧职教MOOC
 

学

院平台上线以来,全网对外开放,为本校、其他高校及

社会学员免费开课,目前已对外开放运行4期。课程

运行状况良好。截至2023年1月28日累计页面浏

览量168218次,累计互动次数20578次,其中学员来

自171个单位,共计2026人,包括甘肃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1255人,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260人,甘肃畜

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116人,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4人、金华职业技术学院14人等院校学员。

5 《猪生产》课程特色与创新

5.1 专业知识和思政元素巧妙融合

《猪生产》课程充分运用和挖掘学科蕴含的思想

政治资源,融合思政元素,让专业课的思政性和价值

性表现出来,做到“润物细无声”,让学生在学习课程

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自身思想水平、政治觉悟、
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实现全面自由发展。

5.2 课程内容与企业岗位无缝衔接

课程引入新希望、汉世伟、正邦、正大等养殖企

业最新的技术、方法案例,达到课程内容与工作岗位

同频共振,提高了学生对企业的认同感和亲近感。

5.3 专业知识和查询方法有机融合

课程融入国家统计局、国家农业农村部、中国知

网等官方网站,教学生正确查询资料方法,获取知识

的途径,提高学生对网络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能力。

5.4 专业兴趣与创新创业有效提高

课程中我们引导学生思考,发散学生的思维。

课余我们结合课程指导学生参加相关的创新创业大

赛和技能训练,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创

新创业激情,培养学生综合学习能力。2020年,在
第二届甘肃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中项目

《蕨麻猪专用饲料产品研发》获铜奖;在首届甘肃省

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大赛中项目《小小“一碗水”端
出大财富》获二等奖。

6 《猪生产》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实践教

学前景

  在线课程是授课教师对一门课程资源的总结和

展示,是学生便捷快速学习的基础。《猪生产》在线

课程有效的解决了我校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学习问题

和扩招生的教学问题,但是它也存在不可忽视问题。
很多教师发现在线课程无法展现课程所有的内容,
无法有效的指导和组织开展现场实践教学活动,影
响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学生通过眼睛看到和实际

操作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下一步我们将一方面充实和完善在线课程资

源,对已建成课程进行推广;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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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基地建设,完善《猪生产》课
程实训条件,为进一步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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