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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传染病》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动物传染病 课程代码 1066PI015 适用专业
畜牧兽医、动

物医学

修读学期 第 4学期 课程学时 48 课程学分 3

课程类型 B类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考核方式 笔试

对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内容 动物疫病防治员、动物检验检疫员、执业兽医师等

合作企业 郴州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唐神人娄底湘大饲料有限公司、郴州博爱宠物医院

课程团队 谢大识、龚泽修、罗莉萍等

制订时间 2020.6 修订时间

注：1.课程类型（单一选项）：A类（纯理论课）/ B 类（理论＋实践）/ C 类（纯实践课）

2.课程性质（单一选项）：必修课/限修课

3.课程团队：课程负责人、主讲教师、行业企业专家及其他人员

一、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畜牧兽医专业的核心课程、必修课程，根据动物传染病的诊

疗、防控等岗位的任职要求，采取“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理实一体”的

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动物传染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护理能力。先修课

程为《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病理》《兽医药理》《兽医临床诊疗技术》

《动物微生物》《畜禽环境卫生》《猪生产》《禽生产》等，主要为本课

程提供动物生理病理变化机理、病原微生物感染动物的途径与条件、外界

环境条件与动物传染病发生的机制机理、饲养管理与动物传染病发生的机

制机理、对症治疗与对因治疗的方法与措施、药物在传染病发生过程中的

使用及注意事项等必要的理论知识、基本操作技能和职业素质。

二、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工学结合，学用一体，培养适应动物

传染病的诊疗、防控等第一线需要的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掌握

本课程必备的专业知识、具备动物传染病病因分析、流行特点认识、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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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分析、病理变化分析、诊断分析以及预防方案制订、治疗措施实施等

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

（二）具体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动物传染病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2）掌握动物传染病的传染与流行过程；

（3）掌握动物传染病的综合防制措施；

（4）掌握动物传染病的病因、流行特点、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

和防治措施。

2.能力目标

（1）能独立分析动物传染病的病因；

（2）具备动物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的能力和数据搜集能力；

（3）具备动物传染病典型临床症状的识别能力；

（4）能结合病理知识和技能，剖解患病动物并观察特征性病变，具备

诊断传染病性质和种类的能力；

（5）能利用书籍、网络获取最新动物传染病新知识；

（6）能根据任务需要，运用动物传染病知识灵活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各

种突发问题，具备动物传染病防控的能力。

3.素质目标

（1）培养认真细致、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

（2）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3）强化畜禽生产全意识、动物传染病防控意识，牢固树立“养防结

合、防重于治”的畜禽生产管理理念，养成善于分析、不断进取、规范操

作的良好习惯；

（4）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以及不断学习新技术、推广应用新技术的能

力；

（5）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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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诚信品格；

（7）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

三、课程内容与结构

本课程内容的选择、排序及结构安排通过学习情境（项目）汇总表来

描述，如下表。

表 1 《动物传染病》的课程内容与结构

序号 学习情境 工作任务 参考学时

1 绪论

任务 1：动物传染病的定义、分类和特性

2 2
任务 2：传染病与人类的关系

任务 3：动物传染病学研究的范畴、对象

任务 4：传染病学的发展简史

2
动物传染病的传染

过程和流行过程

任务 1：动物传染病的传染

2 2任务 2：动物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任务 3：流行病学的调查与分析

3
动物传染病的综合

防制措施

任务 1：动物传染病综合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内

容

2

4

任务 2：动物传染病的报告与诊断

任务 3：检疫

任务 4：消毒、杀虫、灭鼠

任务 5：隔离、封锁和捕杀

2

任务 6：免疫接种和药物预防

任务 7：动物传染病的治疗和淘汰

任务 8：集约化养殖场动物传染病的综合防治

措施任务

4
多种动物共患传染

病

任务 1：炭疽、破伤风、葡萄球菌病 2

8
任务 2：巴氏杆菌病、大肠杆菌病 2

任务 3：沙门氏菌病、布氏杆菌病、结核病 2
任务 4：痘病、口蹄疫、伪狂犬、细小病毒病、

狂犬病、乙脑
2

5 猪的传染病
任务 1：猪瘟、非洲猪瘟、猪圆环病毒病、猪

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流行性腹泻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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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猪传染性胃肠炎、猪丹毒、猪链球菌

病、猪气喘病
2

任务 3：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梭菌性肠炎、

仔猪痢疾、猪附红细胞体病
2

6 禽的传染病

任务 1：新城疫、禽流感、鸡传染性支气管炎、

鸡马力克氏病毒
2

4
任务 2：鸡毒支原体病、鸡传染性鼻炎、鸭瘟、

鸭病毒性肝炎
2

7 反刍动物的传染病

任务 1：牛副结核、牛黏膜病、牛瘟、牛传染

性胸膜肺炎
2

4

任务 2：羊梭菌性疾病、羊口疮、蓝舌病 2

8 其他动物的传染病

任务 1：犬的传染病

2 2任务 2：猫的传染病

任务 3：兔的传染病

9 校内实训

实训 1：熏蒸消毒 2

16

实训 2：疫苗品质感官检查 2

实训 3：仔猪白痢治疗 2

实训 4：猪丹毒治疗 2

实训 5：急性猪链球菌病治疗 2

实训 6：禽霍乱治疗 2

实训 7：犬瘟病毒抗体水平测定 2

实训 8：犬细小病毒感染治疗 2

学时总计 48 48

表 2 学徒（学生）岗位培养项目（任选必选 6项）

学徒内容 教学方式 考核方式

1．养殖场消毒

2．动物免疫接种技术

3．动物保健方案

4．养殖场综合防制方案

5．动物免疫接种方案

6．病料的取材、保存和送检

7．动物巴氏杆菌病的防治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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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动物大肠杆菌病的诊治

9．动物沙门氏菌病的诊治

10．动物葡萄球菌病的诊治

11．动物细小病毒病的防治

12．动物口蹄疫的防治

13．动物痘病的防治

14．猪瘟（非洲猪瘟）的预防

15．猪蓝耳病的预防

16．猪传染性胃肠炎的防治

17．猪圆环病毒病的防治

18．猪伪狂犬病的防治

19．种公猪乙脑的预防

20．猪链球菌病的诊治

21．猪气喘病的防治

22．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诊治

23．鸡新城疫的预防

24．鸡禽流感的预防

25．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的预防

26．鸡法氏囊病的防治

27．牛黏膜病的防治

28．牛流行性腹泻的防治

29．羊梭菌性疾病的诊治

30．犬瘟热的防治

31．犬传染性肝炎的防治

32．犬疱疹病毒感染的防治

33．犬冠状病毒感染的防治

34．犬钩端螺旋体病的防治

35．猫传染性鼻气管炎的防治

36．猫白血病

37．猫杯状病毒感染

38．猫传染性腹膜炎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示范、模仿、练习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备注：上表仅限于学徒（学生）岗位培养使用。

四、课程教学建议

（一）教学设计

1.学校部分内容教学设计

1.校内学习项目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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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一：绪论 学时：2

情境描述

吴大叔对动物传染病的发生发展情况很好奇，想要从你那里获得一些答案。请问怎么跟吴

大叔进行沟通讲解？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动物疾病的分类、发展简史；掌握动物传染病研究的内容和性质；熟悉动

物传染病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了解畜禽疫病防治的重要性、我国动物传染病防治取得的成绩和

我国动物传染病防治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技能目标：会根据动物传染病研究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动物传染病知识结构体系的认识与

学习。

素质目标：团队协作能力，工作纪律与工作态度。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动物传染病的定义、分类和特性；传染病与人类的关系；

动物传染病学研究的范畴、对象；传染病学的发展简史

任务驱动法

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

演讲汇报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动物传染病的定义、分类和特性

2
任务 2：传染病与人类的关系

任务 3：动物传染病学研究的范畴、对象

任务 4：传染病学的发展简史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团队合作能力，工作态度

评价形式：小组汇报，现场答辩，任务单填写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自评+小组互评

工具与媒体 学徒（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常用动物、兽

用处方笺、药

品、器械等

学习了《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病理》

《兽医药理》《动物微生物》《兽医临

床诊疗技术》等知识，有在校动物医院、

校动物疫病防控中心、校畜牧兽医实训

场实习和在企业进行学徒初阶岗位培

养经历，拥有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理论知

识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根据课程目标以及理实一体化

教学组织的要求开展教学的能

力。具备对动物传染病学课程

知识的整体把握、与其他课程

间知识联系的能力，对动物传

染病学学徒（学生）今后从业

的岗位设置及所需能力的解析

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分析评

价能力。

媒体

一体化教室、

校内外实训

基地、多媒体

教学课件

学习情境二：动物传染病的传染过程和流行过程 学时：2

情境描述

李大爷问 2019 年底在湖北武汉首先发生的新冠肺炎，后来为什么要封城？请你对传染病发

生的条件、特征、临床类型、发展阶段、流行过程及危害等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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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动物传染病的概念、传染的特征；掌握动物传染病的流行过程与流行特点；

熟悉动物传染病学的调查方法与数据的整理分析。

技能目标：能根据动物传染病传染的特征、流行过程于流行特点，具备分析动物传染病产

生的原因、流行特点、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最终做出预防、诊断和治疗传染病的能力。

素质目标：团队协作能力，工作纪律与工作态度。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动物传染病的传染、动物传染病的流行过程、流行病学的

调查与分析

任务驱动法

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

演讲汇报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动物传染病的传染过程和流行过程 2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团队合作能力，工作态度

评价形式：小组汇报，现场答辩，任务单填写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自评+小组互评

工具与媒体 学徒（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常用动物、兽

用处方笺、药

品、器械等

学习了《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病理》

《兽医药理》《动物微生物》《兽医

临床诊疗技术》等知识，有在校动物

医院、校动物疫病防控中心、校畜牧

兽医实训场实习和在企业进行学徒初

阶岗位培养经历，拥有了一定的专业

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根据课程目标以及理实一体化

教学组织的要求开展教学的能

力。具备对动物传染病的传染过

程和流行过程知识的整体把握、

与其他知识点联系的能力，对学

徒（学生）今后从业的岗位设置

及所需能力的解析能力，组织领

导能力，分析评价能力。

媒体

一体化教室、

校内外实训

基地、多媒体

教学课件

学习情境三：动物传染病的综合防制措施 学时：4

情境描述

2018 年秋冬季节，湖南娄底涟源桥头河镇发生了非洲猪瘟。请你制定一个非洲猪瘟的综合防治

方案。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动物传染病综合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掌握动物传染病发生后报告的法

律程序，熟悉动物传染病诊断的方法；熟悉动物传染病检疫的内容和方法；会消毒，能定期杀

虫和灭鼠；掌握隔离、封锁、捕杀的程序、方法和措施；掌握免疫接种和药物预防的目的意义

与方法；掌握动物传染病病畜治疗和淘汰的方法与意义；熟悉集约化养殖场动物传染病的综合

防治措施。

技能目标：能根据动物传染病传染的特征、流行过程于流行特点，具备分析动物传染病产

生的原因、流行特点、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最终做出预防、诊断和治疗传染病的能力。

素质目标：团队协作能力，工作纪律与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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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动物传染病综合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动物传染病的报告与

诊断；检疫；消毒、杀虫、灭鼠；隔离、封锁和捕杀；免疫接种和

药物预防；动物传染病的治疗和淘汰；集约化养殖场动物传染病的

综合防治措施

任务驱动法

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

演讲汇报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动物传染病综合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动物传染病的报告与诊断 1

任务 2：检疫；消毒、杀虫、灭鼠 1

任务 3：隔离、封锁和捕杀；免疫接种和药物预防 1

任务 4：动物传染病的治疗和淘汰；集约化养殖场动物传染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1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团队合作能力，工作态度

评价形式：小组汇报，现场答辩，任务单填写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自评+小组互评

工具与媒体 学徒（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常用动物、兽

用处方笺、药

品、器械等

学习了《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病理》

《兽医药理》《动物微生物》《兽医

临床诊疗技术》等知识，有在校动物

医院、校动物疫病防控中心、校畜牧

兽医实训场实习和在企业进行学徒

初阶岗位培养经历，拥有了一定的专

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动手操作能

力

根据课程目标以及理实一体化

教学组织的要求开展教学的能

力。具备对动物传染病综合防

治措施知识的整体把握、与其

他知识点之间联系的能力，对

学徒（学生）今后从业的岗位

设置及所需能力的解析能力，

组织领导能力，分析评价能力。

媒体

一体化教室、

校内外实训基

地、多媒体教

学课件

学习情境四：多种动物共患传染病 学时：8

情境描述

某蛋鸡场产蛋鸡群中部分鸡呼吸困难，剧烈腹泻，提供剖检见肝脏表面广泛分布针尖大小

灰白色坏死点。请你根据该鸡场提供的描述，给鸡群做进一步检查，并做出确诊。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炭疽、破伤风、葡萄球菌病、巴氏杆菌病、大肠杆菌病、沙门氏菌病、布

氏杆菌病、结核病、痘病、口蹄疫、伪狂犬、细小病毒病、狂犬病、乙脑等多种动物共患传染

病的病原、流行病学特点、主要临床症状、特征性病理变化、诊断方法和防治措施。

技能目标：能根据上述动物传染病基础知识，会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流行特点、临床症状

病理变化，具备诊断、预防和治疗上述传染病的能力。

素质目标：团队协作能力，严谨的工作纪律与认真的工作态度。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炭疽、破伤风、葡萄球菌病、巴氏杆菌病、大肠杆菌病、沙门

氏菌病、布氏杆菌病、结核病、痘病、口蹄疫、伪狂犬、细小病毒

病、狂犬病、乙脑等多种动物共患传染病的概述、病原、流行病学、

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和防治

任务驱动法

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

演讲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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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炭疽、破伤风、葡萄球菌病 2

任务 2：巴氏杆菌病、大肠杆菌病 2

任务 3：沙门氏菌病、布氏杆菌病、结核病、 2

任务 4：痘病、口蹄疫、伪狂犬、细小病毒病、狂犬病、乙脑 2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团队合作能力，工作态度

评价形式：小组汇报，现场答辩，任务单填写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自评+小组互评

工具与媒体 学徒（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常用动物、兽

用处方笺、药

品、器械等

学习了《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病理》

《兽医药理》《动物微生物》《兽医

临床诊疗技术》等知识，有在校动物

医院、校动物疫病防控中心、校畜牧

兽医实训场实习和在企业进行学徒初

阶岗位培养经历，拥有了一定的专业

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根据课程目标以及理实一体化

教学组织的要求开展教学的能

力。具备对多种动物共患传染病

知识的整体把握、与其他知识点

之间联系的能力，对学徒（学生）

今后从业的岗位设置及所需能

力的解析能力，组织领导能力，

分析评价能力。

媒体

一体化教室、

校内外实训

基地、多媒体

教学课件

学习情境五：猪的传染病 学时： 6

情境描述

2 周龄仔猪，体温 41℃，运动失调。病猪剖检见全身淋巴结水肿，脑膜充血。病料接种 血

平板，长出有溶血性的小菌落，该菌革兰氏染色镜检见圆形或卵圆形、排列成双或成链、无芽

孢、有荚膜的菌体。请分析：（1）该猪场发生的是什么病？（2）针对确诊结论，制订防治方

案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猪瘟、非洲猪瘟、猪圆环病毒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流行性腹泻、

猪流行性感冒、猪传染性胃肠炎、猪丹毒、猪链球菌病、猪气喘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传

染性萎缩性鼻炎、猪梭菌性肠炎、仔猪痢疾、猪附红细胞体病等猪传染病的病原、流行病学特

点、主要临床症状、特征病理变化、诊断方法和防治措施。

技能目标：能根据上述动物传染病基础知识，会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流行特点、临床症状

病理变化，具备诊断、预防和治疗上述传染病的能力。

素质目标：团队协作能力，严谨的工作纪律与认真的工作态度。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猪瘟、非洲猪瘟、猪圆环病毒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流行

性腹泻、猪流行性感冒、猪传染性胃肠炎、猪丹毒、猪链球菌病、猪

气喘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猪梭菌性肠炎、

仔猪痢疾、猪附红细胞体病等猪传染病的概述、病原、流行病学、临

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和防治

任务驱动法

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

演讲汇报

任务 任务名称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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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任务 1：猪瘟、非洲猪瘟、猪圆环病毒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2

任务 2：猪传染性胃肠炎、猪丹毒、猪链球菌病、猪气喘病 2

任务 3：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梭菌性肠炎、仔猪痢疾、猪附红细胞体病 2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团队合作能力，工作态度

评价形式：小组汇报，现场答辩，任务单填写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自评+小组互评

工具与媒体 学习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常用动物、兽

用处方笺、药

品、器械等

学习了《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病理》《兽

医药理》《动物微生物》《兽医临床诊疗技

术》等知识，有在校动物医院、校动物疫病

防控中心、校畜牧兽医实训场实习和在企业

进行学徒初阶岗位培养经历，拥有了一定的

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根据课程目标以及理实

一体化教学组织的要求

开展教学的能力。具备对

猪的传染病知识的整体

把握、与其他传染病之间

知识联系的能力，对学徒

（学生）今后从业的岗位

设置及所需能力的解析

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分

析评价能力。

媒体

一体化教室、

校内外实训

基地、多媒体

教学课件

学习情境六：禽的传染病 学时：4

情境描述

某 9 月龄种鸡群，产蛋率和种蛋的孵化率偏低，部分鸡消瘦、腹部膨大。剖检见肝脏、肾

脏、法氏囊、性腺、脾脏等处有肿瘤样结节。试分析：（1）该鸡群患的什么疾病？（2）引起

患病的原因有哪些？并作出防治方案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新城疫、禽流感、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传染性法氏

囊病、鸡马立克氏病毒、鸡白血病、鸡毒支原体病、鸡传染性鼻炎、、鸡产蛋下降综合征、鸭

病毒性肝炎、鸭瘟、鸭传染性浆膜炎等禽传染病的病原、流行病学特点、主要临床症状、特征

病理变化、诊断方法和防治措施。

技能目标：能根据上述动物传染病基础知识，会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流行特点、临床症状

病理变化，具备诊断、预防和治疗上述传染病的能力。

素质目标：团队协作能力，严谨的工作纪律与认真的工作态度。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新城疫、禽流感、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马立克氏病毒、鸡白血病、鸡毒支原体

病、鸡传染性鼻炎、鸡产蛋下降综合征、鸭病毒性肝炎、鸭瘟、

鸭传染性浆膜炎等禽传染病的概述、病原、流行病学、临床症

状、病理变化、诊断和防治

任务驱动法

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

演讲汇报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新城疫、禽流感、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传染性 2

http://www.med126.com/lunwen/2014/20140108155819_8551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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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氏囊病、鸡马力克氏病毒

任务 2：鸡白血病、鸡毒支原体病、鸡产蛋下降综合征、鸡传染性鼻炎、鸭瘟、

鸭病毒性肝炎、鸭传染性浆膜炎
2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团队合作能力，工作态度

评价形式：小组汇报，现场答辩，任务单填写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自评+小组互评

工具与媒体 学徒（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常用动物、兽

用处方笺、药

品、器械等

学习了《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病理》

《兽医药理》《动物微生物》《兽医

临床诊疗技术》等知识，有在校动物

医院、校动物疫病防控中心、校畜牧

兽医实训场实习和在企业进行学徒初

阶岗位培养经历，拥有了一定的专业

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根据课程目标以及理实一体化

教学组织的要求开展教学的能

力。具备对禽的传染病知识的整

体把握、与其他传染病之间知识

联系的能力，对药理学学徒（学

生）今后从业的岗位设置及所需

能力的解析能力，组织领导能

力，分析评价能力。

媒体

一体化教室、

校内外实训

基地、多媒体

教学课件

学习情境七：反刍动物的传染病 学时：4

情境描述

牛，4 岁。病初流浆液性黏性鼻涕，咳嗽，流涎、口腔黏膜糜烂。粪便水样，并带有黏 液

和血液，抗生素治疗无效。剖检见食道黏膜糜烂，糜烂直线排列。试分析：（1）该牛患的是什

么疾病？（2）引起患病的原因有哪些？并作出防治方案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牛副结核、牛黏膜病、牛瘟、牛流行热、牛恶性卡他热、牛传染性角膜结

膜炎、羊梭菌性疾病、羊口疮、蓝舌病等反刍动物传染病的病原、流行病学特点、主要临床症

状、特征病理变化、诊断方法和防治措施。

技能目标：能根据上述动物传染病基础知识，会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流行特点、临床症状

病理变化，具备诊断、预防和治疗上述传染病的能力。

素质目标：团队协作能力，严谨的工作纪律与认真的工作态度。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牛副结核、牛黏膜病、牛瘟、、牛流行热、牛恶性卡他热、

牛传染性角膜结膜炎、羊梭菌性疾病、羊口疮、蓝舌病等反刍

动物的传染病的概述、病原、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理变化、

诊断和防治

任务驱动法

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

演讲汇报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牛副结核、牛黏膜病、牛瘟、牛流行热、牛恶性卡他热、牛传染性胸

膜肺炎
2

任务 2：牛传染性角膜结膜炎、羊梭菌性疾病、羊口疮、蓝舌病 2

考核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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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团队合作能力，工作态度

评价形式：小组汇报，现场答辩，任务单填写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自评+小组互评

工具与媒体 学徒（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常用动物、兽

用处方笺、药

品、器械等

学习了《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病理》

《兽医药理》《动物微生物》《兽医

临床诊疗技术》等知识，有在校动物

医院、校动物疫病防控中心、校畜牧

兽医实训场实习和在企业进行学徒初

阶岗位培养经历，拥有了一定的专业

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根据课程目标以及理实一体化

教学组织的要求开展教学的能

力。具备对反刍动物的传染病知

识的整体把握、与其他传染病之

间知识联系的能力，对学徒（学

生）今后从业的岗位设置及所需

能力的解析能力，组织领导能

力，分析评价能力。

媒体

一体化教室、

校内外实训

基地、多媒体

教学课件

学习情境八：其他动物的传染病 学时：2

情境描述

京巴犬，雌性，5 月龄，未免疫，近日精神沉郁，食欲不振，呕吐，网站面部抽搐，大量

流涎临床检查，体温 40℃，持续 2 天后下降，过 2 天又升高，病犬扁桃体红肿，眼结膜高度

潮红，眼鼻处有脓性分泌物。请问：（1）根据临床症状初步诊断该犬得了什么病？（2）为了

确诊还需要做哪些检查？（3）如何处理？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犬瘟热、犬传染性肝炎、犬疱疹病毒感染、犬冠状病毒感染、猫病毒性鼻

气管炎、猫白血病、猫杯状病毒感染、猫传染性腹膜炎、兔魏氏梭菌病、兔病毒性出血症等犬

猫兔传染病的病原、流行病学特点、主要临床症状、特征病理变化、诊断方法和防治措施，了

解犬腺病毒Ⅱ型感染、犬钩端螺旋体病、兔魏氏梭菌病等犬猫兔传染病的病原、流行病学特点、

主要临床症状、特征病理变化、诊断方法和防治措施。

技能目标：能根据上述动物传染病基础知识，会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流行特点、临床症状

病理变化，具备诊断、预防和治疗上述传染病的能力。

素质目标：团队协作能力，严谨的工作纪律与认真的工作态度。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犬瘟热、犬传染性肝炎、犬疱疹病毒感染、犬冠状病毒感

染、猫病毒性鼻气管炎、猫白血病、猫杯状病毒感染、猫传染

性腹膜炎、兔魏氏梭菌病、兔病毒性出血症

任务驱动法

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

演讲汇报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犬的传染病
2

任务 2：猫的传染病、兔的传染病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团队合作能力，工作态度

评价形式：小组汇报，现场答辩，任务单填写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自评+小组互评

http://www.med126.com/edu/200904/110075.shtml
http://www.med126.com/tcm/2010/20100519232840_331132.shtml
http://www.med126.com/pharm/2009/20090113055715_95162.shtml
http://www.med126.com/tcm/2009/20090113021820_761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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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与媒体 学徒（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常用动物、兽

用处方笺、药

品、器械等

学习了《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病理》

《兽医药理》《动物微生物》《兽医临

床诊疗技术》等知识，有在校动物医院、

校动物疫病防控中心、校畜牧兽医实训

场实习和在企业进行学徒初阶岗位培

养经历，拥有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理论知

识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根据课程目标以及理实一体化

教学组织的要求开展教学的能

力。具备对犬、猫、兔等其他

动物传染病知识的整体把握、

与其他传染病之间知识联系的

能力，对学徒（学生）今后从

业的岗位设置及所需能力的解

析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分析

评价能力。

媒体

一体化教室、

校内外实训

基地、多媒体

教学课件

2.岗位培养项目教学设计（详见任务单）

（二）教学实施

1．教学方法

（1）案例式分析：在课前或课堂中穿插讲解典型病例。引导学徒（学

生）深入思考，提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学徒（学生）的理论联系

实践的意识，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认知和理解。

（2）小组讨论：一般根据教师提示，学徒（学生）自行分析讨论。

（3）实验教学：验证课堂理论和培养学徒（学生）的操作技能，培养

学徒（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为掌握职业技能等奠定基础。

2．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课件：力求结构严谨、直观生动。在改进过程中，拟

增加动画、视频、音频等素材资源，提高多媒体课件的质量，提高教学效

率和教学质量。

（2）黑板板书：重点难点内容、板书工整流利、体例、字号、写字速

度、讲与写的恰当处理等。

（3）实验教学：学徒（学生）参与准备实验；提高学徒（学生）操作

和创新能力，尤其提高学徒（学生）解决难点、重点、综合问题的能力。

（4）设置自学环节：目的是培养学徒（学生）的自学能力，引导学生

学会学习。在各章节中设置自学内容，对学徒（学生）提出要求，随后在

课堂上通过提问检查效果，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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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岗位培养：需要掌握的技能部分，学徒（学生）在企业的真实岗

位上由企业导师指导完成，从而掌握本课程的基本技术技能。

（三）课程考核与评价

1．学校学习内容采用过程性考核评价与终结性考核评价相结合的方

式。

过程考核以项目为载体，按照项目考核标准，考察每一个项目完成的过

程和结果，自评、小组互评和老师考评各一定的百分比，三者之和为 100%。

过程考核占总成绩的 70%。终结性考核是在课程结束时对重要的知识和能力

进行考核，其比例占总成绩的 30%。

2．成绩评价与考核见下表

学徒（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与考核表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

形式

权重

（%）
分值

过程

考核

绪论

评价学徒（学生）对动物疾病的分类、发

展简史，动物传染病研究的内容与分类、

与其它学科联系、畜禽疫病防治重要性的

理解等动物传染病基础知识的掌握能力、

职业素养等

回答问题 5 5

总论

评价学生（学徒）对动物传染病的传染、

动物传染病的流行过程、流行病学的调查

与分析等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掌

握能力和应用能力、职业素养等

回答问题

现场操作
10 10

动物传染病综合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动物传染病的报告与诊断，检疫

消毒、杀虫、灭鼠，隔离、封锁和捕杀，

免疫接种和药物预防，动物传染病的治疗

和淘汰，集约化养殖场动物传染病的综合

防治措施等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方法的

掌握能力和应用能力、职业素养等

回答问题

现场操作

工作成果

10 10

多种动物

共患传染

病

评价学生对炭疽、破伤风、葡萄球菌病、

巴氏杆菌病、大肠杆菌病、沙门氏菌病、

布氏杆菌病、结核病、痘病、口蹄疫、

伪狂犬、细小病毒病、狂犬病、乙脑等

多种动物共患传染病的病原、流行病学

特点、主要临床症状、特征性病理变化、

回答问题

现场操作

工作成果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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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方法和防治措施的技术技能、职业

素养等

猪的传染

病

评价学徒（学生）对猪瘟、非洲猪瘟、

猪圆环病毒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猪流行性腹泻、猪流行性感冒、猪传染

性胃肠炎、猪丹毒、猪链球菌病、猪气

喘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传染性萎

缩性鼻炎、猪梭菌性肠炎、仔猪痢疾、

猪附红细胞体病等猪传染病的概述、病

原、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理变化、

诊断和防治的技术技能、职业素养等

回答问题

现场操作

工作成果

10 10

过程

考核

禽的传染

病

评价学徒（学生）对新城疫、禽流感、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马立克氏病毒、

鸡白血病、鸡毒支原体病、鸡传染性鼻

炎、鸡产蛋下降综合征、鸭病毒性肝炎、

鸭瘟、鸭传染性浆膜炎等禽传染病的概

述、病原、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理

变化、诊断和防治的技术技能、职业素

养等

回答问题

现场操作

工作成果

10 10

过程

考核

反刍动物

的传染病

评价学徒（学生）对牛副结核、牛黏膜

病、牛瘟、、牛流行热、牛恶性卡他热、

牛传染性角膜结膜炎、羊梭菌性疾病、

羊口疮、蓝舌病等反刍动物的传染病的

概述、病原、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

理变化、诊断和防治的技术技能、职业

素养等

回答问题

现场操作

工作成果

5 5

过程

考核

其他动物

的传染病

评价学徒（学生）对犬瘟热、犬传染性

肝炎、犬疱疹病毒感染、犬冠状病毒感

染、猫病毒性鼻气管炎、猫白血病、猫

杯状病毒感染、猫传染性腹膜炎、兔魏

氏梭菌病、兔病毒性出血症等其他动物

传染病的概述、病原、流行病学、临床

症状、病理变化、诊断和防治的技术技

能、职业素养等

回答问题

现场操作

工作成果

5 5

终结

考核

期末

综合考核
理论+技能考核 测试成绩 30 3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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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实施保障

（一）师资配置

校内导师要求具有企业岗位工作经历，熟悉所任课程涉及的岗位工作

对知识、技能和基本素质的需求；并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具有中级职称

的硕士研究生，或具有国家认可的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条件之一者。

企业导师政治立场坚定，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协作

意识，能服从学校的教学管理，遵守企业和学校的各项教学规章制度；具

备 5 年及以上企业岗位工作经历、大专以上学历，并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称，或获得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等级证书条件之一者。

聘请具国家职业兽医师资格、经验丰富的企业兽医师担任兼职教师。

（二）实践教学条件

1.校内实践教学条件配置

教学条件配置与要求

场所名称 主要设备 主要实践教学项目 要求

兽医临床

实训室

动物常用保定器械；常用诊断器械，

如听诊器，叩诊锤、板，检查镜等；

常用治疗器械，如注射器、灌角、药

瓶、胃管等

完成动物的一般检查；

完成动物的注射、给药

和穿刺实训

按“教学做”合一教室

的要求建设，有授课

区，多媒体设备

化验室

B超仪，血液分析仪，尿液分析仪，

X线机；血液、尿液等常规化验仪器

及药品

完成血液、尿液、粪便

物理检查和生化检查

按“教学做”合一教室

的要求建设，有授课

区，多媒体设备

显微镜

实训室
显微镜数码互动全套系统 镜检

按“教学做”合一教室

的要求建设，有授课

区，多媒体设备

药品

陈列室

药品陈列柜 6 个，常用药物 100 种以

上

了解动物常用药物，配

药操作的实训

按“教学做”合一教室

的要求建设，有授课

区，多媒体设备

实验动物

饲养室
饲养笼具

实验动物的捉拿、固定

及给药；注射给药；灌

药及胃导管给药；为药

理实验提供动物

按“教学工厂”的模

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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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

检测中心

对流免疫电泳仪、ELISA 分析仪、API

细菌鉴定仪、自动菌落计数器、细菌

鉴定/药敏分析仪、多功能微生物自

动测量分析仪、疫情报告专用微机、

数显不锈钢电热恒温培养箱、微量加

样器、动物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药

理生理实验多用仪、组织脱水机、组

织切片机、冰箱、可摄像显微镜、电

脑、洗衣机、生物安全柜、空调、消

毒柜

动物疫病检测诊断、兽

医微生物教学、动物检

验检疫教学等

按“教学做”合一教室

的要求建设，有授课

区，多媒体设备

动物医院

兽用B超声诊断仪、自动尿液分析仪、

家畜疾病诊断软件、高频便携式兽用

X光机及附件、全自动动物血液分析

仪、兽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心电图

解析系统、家畜疾病诊断软件、电脑

兽用呼吸机等

动物疫病治疗、兽医临

床诊疗技术教学等

按“教学做”合一教室

的要求建设，有授课

区，多媒体设备

畜禽生产

实训室

妊娠测定仪、背膘测定器、乳成分分

析仪、微电脑智能控制全自动孵化

机、断喙器、照蛋及雌雄鉴别工具、

家禽人工授精器械、蛋品质测定仪、

猪的护理与管理器械（乳牙剪、耳号

牌、耳号钳、直尺、游标卡尺）、单

纤维细度测定仪（羊毛）、羊毛长度

分析仪等

猪生产、禽生产、牛羊

生产的教学以及宠物

疾病诊治教学等

按“教学做”合一教室

的要求建设，有授课

区，多媒体设备

2.岗位培养教学条件配置

建设 3家以上布局合理、功能明确的校外实训基地，满足本课程顶岗

实习的需要。具体配置见下表：

序号 实习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名称 主要实习（训）项目

1
娄底职院畜牧兽医

专业校企合作基地

佳和农牧股份有限

公司

猪的饲养、猪的生产、猪的繁育、猪的营

销、猪病预防、猪病诊断、猪病治疗

2
娄底职院畜牧兽医

专业校企合作基地

湘村高科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

猪的饲养、猪的生产、猪的繁育、猪的营

销、猪病预防、猪病诊断、猪病治疗

3
娄底职院畜牧兽医

专业校企合作基地

湖南天华农牧发展

有限公司

牛的饲养、牛的生产、牛的繁育、牛的营

销、牛病预防、牛病诊断、牛病治疗

4
娄底职院畜牧兽医

专业校企合作基地

东莞瑞派宠物医院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饲养管理、宠物疾病预防、宠物疾病

诊断宠物疾病治疗、兽药营销

5
娄底职院畜牧兽医

专业校企合作基地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猪的饲养、猪的生产、猪的繁育、猪的营

销、猪病预防、猪病诊断、猪病治疗

6
娄底职院畜牧兽医

专业校企合作基地

郴州正大农牧食品

有限公司

猪的饲养、猪的生产、猪的繁育、猪的营

销、猪病预防、猪病诊断、猪病治疗

7
娄底职院畜牧兽医

专业校企合作基地

湖南中农正邦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猪的饲养、猪的生产、猪的繁育、猪的营

销、猪病预防、猪病诊断、猪病治疗

8
娄底职院畜牧兽医

专业校企合作基地

新瑞鹏宠物医疗集

团

宠物饲养管理、宠物疾病预防、宠物疾病

诊断宠物疾病治疗、兽药营销

https://www.sogou.com/link?url=suO31YCsYcamxYgoS4NybzbgnJLi-HtfuUmGPlIgKG2P05i0lT1hAoHlX5KfxuA8fdv6JvQMjaKuLaNMGv04nw..
https://www.sogou.com/link?url=suO31YCsYcamxYgoS4NybzbgnJLi-HtfuUmGPlIgKG2P05i0lT1hAoHlX5KfxuA8fdv6JvQMjaKuLaNMGv04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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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娄底职院畜牧兽医

专业校企合作基地

日喀则市畜牧兽医

技术推广总站

藏香猪、牦牛、藏羊等动物的饲养、生产、

繁育和营销，藏香猪、牦牛、藏羊等动物

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草地管理与牧

草栽培

10
娄底职院畜牧兽医

专业校企合作基地

拉萨市畜牧兽医技

术推广总站

藏香猪、牦牛、藏羊等动物的饲养、生产、

繁育和营销，藏香猪、牦牛、藏羊等动物

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草地管理与牧

草栽培

11
娄底职院畜牧兽医

专业校企合作基地

那曲市畜牧兽医技

术推广总站

藏香猪、牦牛、藏羊等动物的饲养、生产、

繁育和营销，藏香猪、牦牛、藏羊等动物

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草地管理与牧

草栽培

12
娄底职院畜牧兽医

专业校企合作基地

山南市畜牧兽医技

术推广总站

藏香猪、牦牛、藏羊等动物的饲养、生产、

繁育和营销，藏香猪、牦牛、藏羊等动物

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草地管理与牧

草栽培

13
娄底职院畜牧兽医

专业校企合作基地

林芝市畜牧兽医技

术推广总站

藏香猪、牦牛、藏羊等动物的饲养、生产、

繁育和营销，藏香猪、牦牛、藏羊等动物

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草地管理与牧

草栽培

（三）课程资源

1.教材编选

（1）教材编写

针对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和职业教育对象的特点，突破传统教材的编

写特点，引入了以职业能力为目标，以项目设计为载体，以工作过程为指

导思想的编写思路，依据课程标准，选用与企业合作编写的《动物传染病》

教材，并公开出版。

教材内容做到新老结合。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作为一本教材不可能

包含所有出现的新知识新技术，尽可能将本专业常见的新疾病、新药品、

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及时地纳入教材，使其内容更贴近本专业的发展

和实际需要。教材体现针对性、实用性和职业性，做到“教、学、做”的

统一，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重点强调学生怎么做，如何做，每个章

节都配有习题，帮助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总结和消化。选用教材原则上根

据教学层次、专业和教学要求的差别，教学内容选取严格按照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要求进行，能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2）教材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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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畜传染病学》（第三版），南京农业大学蔡宝祥主编，中国

农业出版社出版。

[2]《家畜传染病学》，农林高等专科学校合编教材，甄辑铭主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3]《动物传染病学》，费恩阁主编，吉林科技出版社出版。

[4]《猪病学》，宣长和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出版。

[5]《动物传染病诊断学》，蔡宝祥等主编，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

[6]《动物传染病》，郭定宗著，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7]《动物传染病》，徐作仁、顾剑新著，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8]《动物传染病》（动物医学类专业用），贾志江主编，中国农业

大学出版社出版。

[9]《动物传染病》，张学栋、牛静华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10]《动物传染病防治技术》（第二版），刘振湘、梁学勇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11]《动物传染病》（第 2 版），葛兆宏、路燕主编，中国农业出

版社出版。

[12]《动物传染病实训图解》，刘娣琴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

[13]《动物传染病》（第 2 版），杜宗沛、黄银云主编，中国林业

出版社出版。

[14]《常见禽病及其防制》，亢文华、翟新验、陈西钊主编，中国

农业出版社出版。

[15]《禽病治疗技术》，成建国、黄中利著，金盾出版社出版。

2.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学校对精品课程建设给与大力投资，每年在市场调研和教师推荐的基

础上，购进大量动物医学类、畜禽养殖类图书，为教师开展教研活动、学

徒（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最新的图书资料。

https://book.jd.com/writer/%E8%91%9B%E5%85%86%E5%AE%8F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8%B7%AF%E7%87%95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88%98%E5%A8%A3%E7%90%B4_1.html
https://zglycbs.jd.com/
https://zglycbs.j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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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设有图书、期刊、电子、音像等多个阅

览室。学校为 CNKI 数据库的共享单位，建有《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

国优秀博硕论文数据库》和《外文学术资源整合数据库》。图书馆藏量 38

万册，中外文期刊 1000 余种。学徒（学生）可自由地通过网络媒介，及时、

准确地把握行业动态。

聘请企业专家 1-2 名，共同研究开发《动物传染病》教材、《动物传

染病》实验指导、《动物传染病》学习题集、教学课件、图片库、动画库、

教学标本室、临床案例专题录像片等教学资源，并将所有教学资源上网。

六、其他说明

1.本课程标准由《动物传染病》课程教学团队负责制订，由畜牧兽医

专业建设委员会负责审定。

2.课程内容将随行业企业人才需求变化适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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