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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验教学是兽医学科教学体系中的核心环节,而实验报告是学生掌握实验原理、分析实验

现象和撰写实验结果的重要载体,是实验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兽医学科实验教学过

程中纸质版实验报告作为实验课程的主要考核模式,存在对动态试验过程无法再现、文字无法客观

真实描述实验现象等问题,传统的纸质版实验报告已经无法满足当下高校培养学生的教学需要。
在兽医学科实验教学过程中,多数动物实验现象用文字无法进行恰当的描述,以图片、视频、动画等

数字化方式可以更加直观的展现动物疾病发病前后器官病理变化,利于学生通过撰写实验报告加

深实验技能与专业知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字化实验报告的教学模式并在实际教学实践中进行

推广应用。通过实行数字化实验报告,学生实验教学课堂反应效果好,教学质量提升明显,特总结

此文,以期为改善实验教学手段,提升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关键词:兽医学科;实验教学;数字化实验报告;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S [文献标识码] S885
 

G642.0 
 

[文章编号] 1004-6704(2024)02-0138-04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Experimental
 

Report
 

in
 

Veterinary
 

Teaching
 

Reform
ZHANG

 

Cong,
 

WANG
 

Peilin,
 

WANG
 

Xuebing,
 

ZHANG
 

Juntao,
 

HE
 

Xiuyuan,
 

YANG
 

Xu
(College

 

of
 

Animal
 

Medicine,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Experimental
 

teaching
 

is
 

the
 

core
 

link
 

in
 

the
 

teaching
 

system
 

of
 

veterinary
 

medicine,
 

and
 

experimental
 

report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students
 

to
 

master
 

experimental
 

principles,
 

analyze
 

experimental
 

phenomena,
 

and
 

write
 

experimen-
tal

 

results.
 

This
 

is
 

an
 

integral
 

part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Currently,
 

i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cess
 

of
 

veterinary
 

sub-
jects,

 

paper-based
 

experimental
 

reports
 

are
 

used
 

as
 

the
 

main
 

assessment
 

mode
 

for
 

experimental
 

courses.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ability
 

to
 

reproduce
 

the
 

dynamic
 

experimental
 

process
 

and
 

the
 

inability
 

to
 

objectively
 

and
 

truly
 

describe
 

experi-
mental

 

phenomena
 

in
 

text.
 

Traditional
 

paper-based
 

experimental
 

report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current
 

teaching
 

needs
 

of
 

col-
lege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veterinary
 

subjects,
 

most
 

animal
 

experimental
 

phenomena
 

cannot
 

be
 

properly
 

described
 

in
 

words.
 

Digital
 

methods
 

such
 

as
 

pictures,
 

videos,
 

and
 

animations
 

can
 

more
 

intuitively
 

display
 

the
 

patho-
logical

 

changes
 

in
 

organs
 

before
 

and
 

after
 

the
 

onset
 

of
 

animal
 

diseases.
 

This
 

helps
 

students
 

deepen
 

their
 

experimental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y
 

writing
 

experimental
 

reports.
 

On
 

this
 

basis,
 

a
 

teaching
 

model
 

of
 

digital
 

experimental
 

reports
 

was
 

proposed
 

and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actual
 

teaching
 

practic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experimental
 

reports,
 

students'
 

experimental
 

teaching
 

classroom
 

response
 

has
 

been
 

good,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is
 

article
 

is
 

summarized
 

here.
 

This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s
 

and
 

im-
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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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化兽医实验报告的发展前景与现状

对比

1.1 兽医学科数字化实验报告的发展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教育、人才、科技进行三

位一体统筹安排和一体部署,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

化”写入报告,赋予了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中的新的使命任务,明确了教育数字化未来

发展的行动纲领。未来的教育事业发展,需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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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和红利,为教育现代化提供

力量。兽医学是专业实践性强,专业课程多且各课

程之间联系十分紧密的学科。兽医学专业课程是培

养学生掌握动物疾病预防,诊断及动物产品检验等

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手段,兽医学专业要求

学生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才能满足社会对专业人

才的需求。实验课程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的关键环节,提高学生理论知识应用能力和实践操

作能力,需要高质量的实验课程做基础。目前,各高

校动物医学专业实验课程授课过程中,一般由“实验

教师讲解相关理论知识和实验流程,由学生操作和

记录实验数据/现象,课后撰写实验报告作为实验课

程考核依据”的模式。但由于单纯的文字描述无法

客观反应实验现象,或者由于学生不认真记录和观

测实验现象,导致实验结果不真实,课后互相抄袭实

验报告的现象多有发生,导致实验教学质量参差不

齐。数字化教学模式发展迅速,数字化教材,数字化

教学视频,虚拟仿真教学,VR技术教学等技术逐渐

进入现代课堂,已成为重要的教学手段。因此,利用

数字化现代技术与兽医学科实验课程相结合,培养

学生利用先进技术对专业知识进行梳理,提高学生

对实验课程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实验热情,提高实验

教学质量,探索新型的实验教学和考核模式显得尤

为重要。

1.2 现有实验课程实验报告的呈现形式

在实验教学中,实验报告是实验教学过程中对

实验结果,实验过程,实验数据进行详细描述的书面

文档,是考核实验教学质量的重要载体。根据实验

过程中观察到的试验现象,真实客观的记录是保证

实验教学达到预期目标的根本前提。实验报告通常

包括(1)实验原理:用于介绍该实验所采用的理论知

识;(2)实验目的:通过该实验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

的科学启示;(3)实验仪器和步骤:介绍实验的过程

和需要的试剂等相关器材和材料;(4)实验结果:包
括图表、计算结果等;(5)实验结果分析与讨论:对实

验进行总结概括,包括对实验结果的数据分析等内

容。实验报告能够记录实验过程和数据,帮助学生

掌握理解实验过程和结果,还可帮助学生加深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培养学生科学思考和科学写

作的能力。实验报告的质量直接体现实验教学质量

和学生的学习成果。

1.3 现有实验课程实验报告存在的缺陷

目前,实验教学以纸质版实验报告为主,存在部

分缺陷。(1)由于生命科学实验相对复杂多变,实验

过程出现的现象不完全一致,文字描述不能客观真

实的反映实验现象和病变的情况。部分学生存在照

搬原始数据,提供虚假数据,降低实验报告的质量;
(2)纸质实验报告存在课后学生照搬教材原话、学生

之间互相抄袭、并不深入思考相关实验结果,对实验

内容的分析不够全面,对实验报告态度敷衍了事,以
及面对实验结果与预期不符时,并不会深入探究差

异化的原因;(3)由于使用纸质版实验报告存在纸张

不易保存,降低其阅读使用效率,浪费纸张的情况。
由于课程繁多,学生拖延实验报告撰写进度,影响老

师的期末考核评测。基于此,要求学生撰写纸质版

实验报告已经不能满足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在
数字化教育的背景下,需要结合数字化教学手段,提
高实验教学的质量。

2 数字化实验报告的优点
 

数字化实验报告是通过现代数字化技术,将实

验报告内容数字化的新型实验报告形式,利用电脑

和网络为媒介提高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兴趣学习和实

验教学质量的媒介。数字化实验报告具有“内容充

实
 

真实客观”、“便捷灵活
 

高效互动”和“轻松存档
 

节约资源”等优点。

2.1 数字源实验报告可客观反映试验过程和结果

纸质版实验报告只能通过文字来描述实验现象

和结果,形式单一,兽医学实验重点在关注动物生理

学、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反应及变化,具有实验过程

复杂多变,实验现象无法用文字简单描述的特点。
比如兽医病理解剖学注重病理器官病变的图片,单
纯的文字描述很难将病变描述全面和准确;外科手

术过程中的缝合方法,动物解剖学各肌肉的位置关

系,需用大段文字描述且晦涩难懂。数字化实验报

告可直接将病理变化标注在相关病理图片上,并配

上图注加以说明,从而更加直观的记录实验结果,让
学生更加深刻理解组织病理学变化。动物中毒病实

验课程中需要记录动物中毒前后的临床症状的变

化,可要求学生直接录制动物中毒前后的临床表现,
通过视频对比,配以音频解说,让学生更直观观察到

的临床症状,让学生结合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解释说

明出现特定临床症状的原因,这样能够将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更加认真对待实

验课程。动物解剖学实验在实际解剖过程中可将解

剖步骤以录制视频结合拍照的方式代替文字描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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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解剖结构和位置关系。数字化实验报告可融合文

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等不同媒体形式,通过插入图

片、绘制动画、录制音频/视频的方法,更直观地展示

实验设备、实验过程和实验现象的动态变化和实验

结果,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激发学生总结实

验报告的热情。数字化实验报告能够更方便地进行

实验数据的整理、分析和展示。根据不同实验课程

的特点和需求,可实验报告的格式进行自由编排。
学生可以利用电子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和统计,生
成图表更直观地呈现实验结果。数字化实验报告还

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实验数据,帮助老师

快速掌握实验教学效果。

2.2 数字化实验报告提高师生互动效率

传统纸质版实验报告,教师只能通过文字批改

实验报告,一般很少反馈给学生,导致缺少良好的师

生互动,学生也不知道自己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程

度。数字化实验报告可以利用电子设备和互联网的

便利,使电子版实验报告中的实验结果更加丰富。
采用数字化实验报告,学生可使用电子设备对实验

过程中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和记录的实验数据进行加

工、整理和编写实验报告,不再需要学生寻找特定时

间去撰写纸质版报告;同时数字化实验报告可以通

过微信、邮件、QQ和数字化教学平台提交,减去了

学生收齐实验报告,再送到教师办公室的步骤,使学

生撰写和提交实验报告变得轻松便捷。数字化实验

报告更易于教师进行教学反馈与评价,教师根据网

上学习平台或电子邮件对学生的实验报告进行评价

和批注,还可直接将批注后的实验报告在线发给学

生,有效的解答学生的问题和反馈学生存在的问题,
从而实现有效互动,达到高质量的教学效果。

2.3 数字化实验报告可轻松存档
 

节约纸资源

为记录教学过程和作为成绩考核依据,各高校

均要求对学生实验报告和试卷做存档,以备查阅。
但在办公用房紧张的情况下,每年大量实验课程的

纸质版实验报告需要存档,给学院教学管理工作带

来巨大的压力,同时纸质版材料查阅麻烦,甚至因各

种原因导致纸质材料灭失。数字化实验报告可直接

存储于电脑、云平台或者学院服务器中,减少了纸质

版存档的压力。同时数字化存档具有高校查阅的优

势。学生在撰写纸质版实验报告的过程中,可能一

门课程要购买一本实验报告册,但仅仅使用几页,造
成纸张浪费,随着环境保护的需求和无纸化办公的

发展趋势,数字化实验报告可以减少纸张浪费,为保

护环境做出贡献。

3 数字化实验报告的呈现形式、管理方式及

评价模式

3.1 数字化实验报告的呈现形式

数字化实验报告包含实验报告的必备元素,但
格式不固定,可根据实验课程实际特点进行调整。
根据实验类型和实验结果呈现形式的不同,可选择

使用word文档、PPT文档和视频及动画的一种或

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模式进行数字化实验报告的撰

写。(1)Word版实验报告:可根据实际情况,在

word中指定相对应的表格,如生物化学实验需要记

录大量的实验现象及所需的试剂浓度,通过将试剂

浓度以表格的形式填充后,上课的实验操作将关键

实验结果拍照保存,关键的实验现象进行记录并辅

以文字描述,将照片保存到 word上,还可以利用

word的修订和批注模式对重点内容加以突出;(2)

PPT版实验报告:针对需要大量图片为实验结果的

专业课程,可通过PPT的方式呈现。以病理解剖学

为例,将典型病变部位进行拍照标注后,以多个图片

的形式做成PPT汇报实验结果。
(3)视频及动画:

 

将实验课程中关键实验操作

通过视频方式进行记录,或者制作成动画。教师根

据视频和动画评估分析每个学生的实验技能是否规

范,实验步骤是否完善,可对学生的具体实验操作问

题作出具体解决方案并优化实验步骤的细节。采取

这种模式,有助于学生理解实验内容及原理并提升

学生对实验操作的规范意识以及学生完成实验步骤

的流畅性。

3.2 数字化实验报告管理方式
 

目前已经发展多种数字化教学平台进行线上授

课和教学互动,数字化教学软件及平台建立的很完

善。从数字化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数字化实验报

告管理及评价系统是数字化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数字化实验报告尚处于起步阶段,数字化实验报

告管理系统尚未建立,未来各数字化教学平台及软

件可依托现有教学平台,增设/建立数字化实验教学

过程管理平台和实验评价体系,实现理论教学和实

验教学管理、评价、反馈的综合性平台。通过数字化

实验报告管理平台,可以直观地看到实验教学过程

中的各环节,包括实验过程的记录、实验数据的录

入、数据信息的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成果展

示、结果反馈等,使学生可以及时、正确地了解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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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目标及实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足。学生也

可通过查阅其他同学实验报告,从而与自己的报告

形成对比,让学生知道优点和不足,以形成良性的学

习氛围。教师可以对实验评价结果可以在系统中进

行量化评价,也可以在系统中对学生实验学习成果

进行反馈,通过评价和反馈将教学过程和结果相联

系,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可以将数字化实验报

告对接现有的数字教学平台,从而实现数字化教学

的无缝衔接。

3.3 数字化实验报告评价模式

实验报告是体现学生掌握相关试验技能和知识

的载体,无论是传统的纸质版实验报告还是数字化

实验报告都需要教师进行批改和指导。数字化实验

报告的评价体系也不能脱离实验报告的基本评价标

准。但数字化实验报告对于实验结果、实验过程及

实验现象的可视化呈现,可以更清晰的展示出学生

实验操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和不足之处。对于实验

结果的分析讨论也能够反映出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

握情况。因此,在数字化实验报告的评价体系中应

增加对实验数据获取和对实验现象分析的评价比

重,更重视学生对实验原理及结果的理解,还可让学

生提出实验过程中的不足和改进之处,让学生转换

思维角度去理解实验原理和结果,从而达到高质量

实验教学的目的。

4 兽医数字化实验报告的展望

数字化实验报告,其形态多样,内容丰富,能有

效地为实验教学提供教学工具,以改善实验教学品

质。在数字化、网络化、无纸化的新时代中,数字化

实验报告将是各个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要

在实验教学中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

学生的实验内容,使学生能掌握实验操作流程,提高

实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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