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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内科病》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动物内科病 课程代码 1066PI016 适用专业
动物医学

畜牧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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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业兽医资格证

合作企业 长沙文医生宠物医院、娄底来富宠物医院

课程团队 王先坤、龚泽修、谢大识、成仲庚、李细明 文海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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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选课/任选课

3.课程类别（单一选项）：公共基础学习领域/专业学习领域/拓展学习领域

4.合作者：须是行业企业人员

（以下内容可按照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模板填写：专业学习领域课程填写 A 模板；项目化

课程填写 B 模板；公共基础学习领域课程填写 C模板。）

一、课程定位

《动物内科病》是畜牧兽医专业课程体系的专业核心课。本课程紧紧围绕现代高技能

人才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术素质为质量目标,紧紧围绕行业必备的专业技能,以满足高职

学生的特点和生产实际应用为宗旨,结合将来学生所从事工作，培养具有理想信念坚定，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

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创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畜牧

兽医人才。

本课程以《动物解剖学生理》《动物生物化学《动物微生物》《动物病理》《动物

药理》《动物临床诊疗技术》等课程为基础,是畜牧兽医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本

课程是一门实践操作性极强的课程,学生通过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

疾病、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被皮系统疾病、营养与代

谢性疾病、中毒性疾病等八个任务的实施,形成动物常见内科病的诊断思路,从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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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和护理內科疾病,培养学生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为把学生培养成高端技

能型人才莫定基础。

二、课程目标

《动物内科病》学习领域通过校内实训中心、校内实训基地、校外实习教学基地的

实习、多媒体课程等教学完成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血液及

造血器官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被皮系统疾病、营养与代谢性疾病、中

毒性疾病的诊断、治疗等工作任务，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知识目标

（1））掌握动物内科病所涉及的基本概念。

（2）熟悉与本课程关系密切的学科知识，包括家畜病解剖学、家畜生理学、家畜病理

学、动物临床诊断学、动物外科手术学及动物药理学等，并能灵活运用到内科病的学习

中。

（3）了解各类动物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神

经系统疾病、被皮系统疾病、营养与代谢性疾病、中毒性疾病的发病因素。

（4)掌握各类动物常见内科疾病的临床表现、诊断方法。

（5)掌握各类动物常见内科疾病的治疗处理和方法。

（6)掌握内科病处方的开写规范和开写方法。

2.技能目标

（1）能正确选择常规仪器对动物内科疾病进行临床检查和常规实验室检查。

（2）能根据临床检查和常规实验室检查结果对疾病进行综合分析，正确诊断病名。

（3）能对所诊断的内科疾病进行预后判断、开出处方和正确用药。。

（4）掌握内科病治疗的常规操作：给药瓶给药、胃管投药、肌肉注射、静脉注射、腹

腔注射等。

（5）根据临床病例开写规范、合理的治疗处方。

3.职业素养

（1）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具有勇于奉献的精神；

（2）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能根据工作任务进行合理的分工与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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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3）具有科学求实的态度，严谨的学风、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主动的服务意识；

（4）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各种职业以及抵抗风险和挫折的良好的心理素质；

（5）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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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内科病》课程在第 4学期开设，共 48学时。本课程通过实验法、任务驱动+

现场教学法、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有效采用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现场

教学、课余活动等教学手段开展教学。主要在多媒体教室、理实一体实训室、养殖场等

场所进行理论教学和实验实训。根据课程内容的重构，本课程设计了 9个学习情境、分

为理论学习、课程实训和集中生产实践三个大的方面。学习任务的序列的安排，遵循动

物内科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内在规律，遵循学生的认知特点，由浅入深、从简单到复杂、

从单一到综合，形成“阶梯式”学习过程，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最终达到能对

动物内科疾病疗进行诊断和治疗的要求。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见表 1。

表 1 学习模块划分及学时分配

序号 学习情境 工作任务 参考课时

1
消化系统疾病

任务 1:口腔、咽及食道疾病 2

10任务 2:反刍动物胃肠疾病 4

任务 3:猪胃肠疾病 2

任务 4:肝、胰腺疾病、腹膜疾病 2

2
呼吸系统疾病

任务 1:上呼吸道疾病 2

8任务 2：支气管和肺部疾病 4

任务 3：胸及胸膜疾病 2

3 心血管系统疾病
任务 1：心脏疾病 2

4
任务 2：心包疾病 2

4 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

任务 1：血液疾病 2

4任务 2：造血器官疾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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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泌尿器官疾病 任务 1：肾脏疾病 2

4
任务 2：尿路疾病 2

6 神经系统疾病

任务 1：脑及脑膜疾病 2
4

任务 2：脊髓及其他疾病 2

7 被皮系统疾病
任务 1：疥螨病 1

2
任务 2：过敏性皮炎 1

8
营养与代谢障碍性疾病

任务 1：糖、蛋白质、脂肪代谢障

碍性疾病
2

8
任务 2：矿物质代谢性疾病 2

任务 3：微量元素缺乏性疾病 2

任务 4：维生素缺乏性疾病 2

9

中毒性疾病 任务 1 饲料毒物中毒 2
4

任务 2：有毒植物中毒 2

合计： 48

四、课程教学建议

（一）教学设计
本课程共设 9个学习情境，教学实施的具体内容如表 2。

表 2 教学设计

学习情境名称 1： 消化系统疾病 学时：10

情境描述：某农户饲养的两头耕牛，到了冬季，因为缺少饲料，只好用稻草喂牛，一个多月后，牛

发病，表现的症状是：精神沉郁，食欲减退或异常，喜欢吃粗料而厌食精料，拒食带酸性的青贮饲

料；反刍减弱或停止；口色青白，鼻镜干燥；有轻微瘤胃臌气，触诊瘤胃呈柔软似面团状态，无抵

抗力，指压痕迹；粪便干硬，后期转为腹泻；听诊蠕动音减弱。请对其行检查，诊断其病名，并由

此对其进行治疗。：

学习目标：

1. 掌握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的检查和诊断。

2. 掌握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方法和技术

学习内容

1. 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种类；

2. 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原因和临床表现；

教学方法建议

讲授法、现场教学法、演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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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种类的检查和诊断方法；

4. 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措施和药物。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口腔、咽及食道疾病 2

10
任务 2:反刍动物胃肠疾病 4

任务 3:猪胃肠疾病 2
任务 4:肝、胰腺疾病、腹膜疾病 2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工作态度

考核形式：现场进行动物口、食道、胃、肠等消化器官的检查，并询问有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及代

表的临床意义。根据检查方法是否正确、熟练程度及回答问题的情况进行评定。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小组小组评价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听诊器

叩诊锤、叩诊板

保定器械、胃导管、

穿刺针、灌肠器、注

射器。

有学习《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动物微生

物》《动物生化》《动物

药理》的知识 。有在宠物

医院、养殖场进行了一段

时间的实习，有一定的临

床诊疗的实践知识和技能

操作能力 。

教师能熟悉各动物的消化器官的检查

方法和检查内容，能对所诊断的疾病进

行开具处方、用药和治疗。并能传授给

学生和指导学生对消化系统名器官进

行检查，对所诊断的消化系统疾病进行

开处方、用药和治疗。媒体

各种动物呼吸系统

检查视频；

挂图；

多媒体课件、投影设

视频文件。

学习情境名称 2： 呼吸系统疾病 学时：8

情境描述：某养鸭场，鸭群突然发病，临床症状表现为：病初不显任何症状而突然死亡，有的病例

精神不振，体温升高 43—44℃，不吃食，口渴，有流涎；剧烈腹泻，呈白色或黄绿色稀粪；呼吸困

难，张口呼吸。请对其进行检查，诊断其病名，并由此对其进行治疗。

学习目标：

1.掌握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检查和诊断

2.掌握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方法和技术

学习内容

1.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种类；

2.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原因和临床表现；

3.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种类的检查和诊断方法；

4.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措施和药物。

教学方法建议

讲授法、现场教学法、演示法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上呼吸道疾病 2
8任务 2：支气管和肺部疾病 4

任务 3：胸及胸膜疾病 2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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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形式：现场进行动物鼻、喉、气管和肺的检查，并询问有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及代表的临床意

义。根据检查方法是否正确、熟练程度及回答问题的情况进行评定。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小组小组评价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听诊器

叩诊锤、叩诊板

保定器械、注射器。

有学习《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动物微生

物》《动物生化》《动物

药理》的知识 。有在宠物

医院、养殖场进行了一段

时间的实习，有一定的临

床诊疗的实践知识和技能

操作能力 。

教师能熟悉各种动物的呼吸运动、

各呼吸器官的检查方法和检查内容，能

对所诊断的疾病进行开具处方、用药和

治疗。并能传授给学生和指导学生进行

呼吸运动、各呼吸器官的检查，对所诊

断的呼吸系统疾病进行开处方、用药和

治疗。

媒体

各种动物呼吸系统

检查视频；

挂图；

多媒体课件、投影设

视频文件。

学习情境名称 3 ： 心血管系统疾病 学时：4

情境描述：张大娘家一只三岁的德国牧羊犬，近日不喜欢活动，常躺卧在地，稍微一活动就出现气

喘。主人怀疑是肺炎。请你根据主人的描述，结犬进行检查，根据你的诊断情况给该犬进行初步诊

断。

学习目标：

1.掌握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检查和诊断

2.掌握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方法和技术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1.常见心血管系统疾病种类；

2.常见心血管系统疾病发病原因和临床表现；

3.常见心血管系统疾病种类的检查和诊断方法；

4.常见呼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治疗措施和药物。

讲授法、现场教学法、“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法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心脏疾病 2
4

任务 2：心包疾病 2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工作态度

考核形式：现场进行各种动物心脏及血管检查，并询问有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及代表的临床意义。

根据检查方法是否正确、熟练程度及回答问题的情况进行评定。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小组小组评价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听诊器

叩诊锤、叩诊板

保定器械、注射器。

有学习《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动物微生

物》《动物生化》《动物

药理》的知识 。有在宠物

医院、养殖场进行了一段

教师能熟悉各种心脏和血管检查

方法和检查内容，能对所诊断的疾病进

行开具处方、用药和治疗。并能传授给

学生和指导学生进行心脏和血管检查，

对所诊断的心脏和血管疾病病进行开
媒体

各种动物心脏和血

管检查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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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实习，有一定的临

床诊疗的实践知识和技能

操作能力 。

处方、用药和治疗。挂图；

多媒体课件、投影设

视频文件。

学习情境名称 4： 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 学时：4

情境描述：

李女士饲喂的一贵宾犬、雌性、6 岁、4.7kg,已绝育。前天在在家中小院散养,曾发现采食过大葱,

不久后出现酱油色血红蛋臼尿、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呼吸过速,可视粘膜苍白，伴有轻度黄染,饮水

欲望强。前来动物医院就诊。请你对其进行检查，诊断其病名，并由此对其进行治疗。

学习目标：

1.掌握常见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的检查和诊断

2.掌握常见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的治疗方法和技术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1.常见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种类；

2.常见血液及造血器官发病原因和临床表现；

3.常见血液及造血器官种类的检查和诊断方法；

4.常见血液及造血器官的治疗措施和药物。

讲授法、现场教学法、“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法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血液疾病 2
4

任务 2：造血器官疾病 2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工作态度

考核形式：现场进行各种动物血液及造血器官检查，并询问有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及代表的临床意

义。根据检查方法是否正确、熟练程度及回答问题的情况进行评定。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小组小组评价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听诊器 、血液分析

仪、生化分析仪、显

微镜、

保定器械、注射器。

有学习《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动物微生

物》《动物生化》《动物

药理》的知识 。有在宠物

医院、养殖场进行了一段

时间的实习，有一定的临

床诊疗的实践知识和技能

操作能力 。

教师能熟悉各种动物血液及造血

器官检查方法和检查内容，能对所诊断

的疾病进行开具处方、用药和治疗。并

能传授给学生和指导学生进行血液及

造血器官检查，对所诊断的血液及造血

器官病进行开处方、用药和治疗。
媒体

各种动物血液及造

血器官检查视频；

挂图；

多媒体课件、投影设

视频文件。

学习情境名称 5：泌尿系统疾病 学时： 4

情境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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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女士饲喂英国短毛猫，雄性，体重 6.5kg，未绝育，免疫驱虫完全。主诉：患猫以猫粮饲喂为

主，平时不爱喝水,有尿血史，曾服用过猫泌尿通进行治疗。近一周尿血严重，排尿频繁。主人遂带

其来娄底动物就诊。请你对其进行检查， 并诊断病名和治疗。

学习目标：

1.掌握常见泌尿系统器官疾病的检查和诊断

2.掌握常见泌尿系统器官治疗方法和技术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1.常见泌尿系统器官疾病种类；

2.常见泌尿系统器官疾病发病原因和临床表现；

3.常见泌尿系统器官疾病种类的检查和诊断方法；

4.常见泌尿系统器官疾病的治疗措施和药物。

讲授法、现场教学法、“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法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肾脏疾病 2
4

任务 2：尿路疾病 2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工作态度

考核形式：现场进行各种动物泌尿系统器官检查，并询问有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及代表的临床意义。

根据检查方法是否正确、熟练程度及回答问题的情况进行评定。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小组小组评价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叩诊锤 、叩诊板、

尿液分析仪、B超诊

断仪、显微镜、常用

外科手术器械。

保定器械、注射器。

有学习《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动物微生

物》《动物生化》《动物

药理》的知识 。有在宠物

医院、养殖场进行了一段

时间的实习，有一定的临

床诊疗的实践知识和技能

操作能力 。

教师能熟悉各种动物泌尿器官检

查方法和检查内容，能对所诊断的疾病

进行开具处方、用药和治疗。并能传授

给学生和指导学生进行泌尿系统器官

检查，对所诊断泌尿系统器官疾病进行

开处方、用药和治疗。媒体

各种动物泌尿系统

器官检查视频；

挂图；

多媒体课件、投影设

视频文件。

学习情境名称 6：神经系统疾病 学时：4

情境描述：

胡先生家有一条猎犬，昨天天气潮湿、闷热。胡先生带着猎犬和朋友去打猎。猎犬途中追赶一只

兔子，一直追了十多里才将兔子扑到。当晚，不食，卧地，四肢“像游泳一样不断划动，全身抽搐，

头部指头大的汗珠不断滚落，伴有呼吸障碍等，体温测量 41℃。请你请你对其进行检查，诊断其病

名，并由此对其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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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的检查和诊断

2.掌握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方法和技术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1.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种类；

2.常见神经系统疾病发病原因和临床表现；

3.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种类的检查和诊断方法；

4.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措施和药物。

讲授法、现场教学法、“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法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脑及脑膜疾病 2
4

任务 2：脊髓及其他疾病 2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工作态度

考核形式：现场进行各种动物神经系统检查，并询问有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及代表的临床意义。根

据检查方法是否正确、熟练程度及回答问题的情况进行评定。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小组小组评价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叩诊锤 、叩诊板、B

超诊断仪、体温计

保定器械、注射器。

有学习《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动物微生

物》《动物生化》《动物

药理》的知识 。有在宠物

医院、养殖场进行了一段

时间的实习，有一定的临

床诊疗的实践知识和技能

操作能力 。

教师能熟悉各种动物神经系统检

查方法和检查内容，能对所诊断的疾病

进行开具处方、用药和治疗。并能传授

给学生和指导学生进行神经系统检查，

对所诊断神经系统疾病进行开处方、用

药和治疗。

媒体

各种动物神经系统

检查视频；

挂图；

多媒体课件、投影设

视频文件。

学习情境名称 7：被皮系统疾病 学时： 2

情境描述：娄星区大汉巨龙小区石女士 3 月前从猫舍买回一只小波斯猫,母(未绝育),6 月龄,现居住

楼房,之后未再出门,家中无其他动物。饮食习惯为猫粮。主人从一个多月前发现此猫总舔毛发,许多

部位毛发变黄,主人带其猫上医院就诊,只做了皮肤抹片检査和真菌培养,结果只发现大量球菌感染,之
后开始做针对细菌的治疗。现在开始出现挠头,发现头部多处结痂,仍然爱舔身上毛发,主人认为舔舐

行为已经比以前更严重，怀疑以前的诊断是错误 ，要求重新进行检查和治疗。请你对其进行详细检

查，并对所诊断的疾病进行治疗。

学习目标：

1.掌握常见被皮系统疾病的检查和诊断

2.掌握常见被皮系统疾病的治疗方法和技术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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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见被皮系统疾病种类；

2.常见被皮系统疾病发病原因和临床表现；

3.常见被皮系统疾病种类的检查和诊断方法；

4.常见被皮系统疾病的治疗措施和药物。

讲授法、现场教学法、“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法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疥螨病 1
2

任务 2：过敏性皮炎 1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工作态度

考核形式：现场进行各种动物皮肤病检查，并询问有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及代表的临床意义。根据

检查方法是否正确、熟练程度及回答问题的情况进行评定。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小组小组评价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显微镜、伍氏灯、血

液分析仪 猫袋。

注射器、葡萄糖、常

用抗生素等药物。

有学习《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动物微生

物》《动物生化》《动物

药理》的知识 。有在宠物

医院、养殖场进行了一段

时间的实习，有一定的临

床诊疗的实践知识和技能

操作能力 。

教师能熟悉各种动物皮肤病检查

方法和检查内容，能对所诊断的疾病进

行开具处方、用药和治疗。并能传授给

学生和指导学生进行皮肤病检查，对所

诊断的皮肤疾病进行开处方、用药和治

疗。
媒体

各种动物皮肤病检

查视频；

挂图；

多媒体课件、投影设

备；

视频文件。

学习情境名称 8：营养与代谢障碍性疾病 学时： 8

情境描述：娄底桥头河镇某奶牛场一头 4 岁荷斯坦奶牛，因精神不振， 食欲减退，请兽医前去就诊。

主诉产犊已有 24 天；5天前发病；产奶量急剧下降；由原来的 26kg/天下降到现在的 16kg/天；该

牛体温正常；背毛粗乱；精神沉郁；食欲降低；不愿吃精料；只采食少量粗饲料；消瘦；皮肤弹性

减弱；呼吸数减少呈腹式呼吸；反刍减少；瘤胃迟缓；蠕动音减弱；产奶量下降；乳汁中泡沫增多；

尿呈淡黄色水样；奶、尿及呼出的气体有特殊的醋酮气味(烂苹果味)。如果你是该兽医 ，请对其进

行详细检查，诊断其病名并对其用治疗和用药。

学习目标：

1.掌握常见营养与代谢障碍性疾病的检查和诊断

2.掌握常见营养与代谢障碍性疾病的治疗方法和技术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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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见营养与代谢障碍性疾病种类；

2.常见营养与代谢障碍性疾病发病原因和临床表

现；

3.常见营养与代谢障碍性疾病的检查和诊断方法；

4.常见营养与代谢障碍性疾病的治疗措施和药物。

讲授法、现场教学法、“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法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糖、蛋白质、脂肪代谢障碍性疾病 2

8
任务 2：矿物质代谢性疾病 2
任务 3：微量元素缺乏性疾病 2
任务 4：维生素缺乏性疾病 2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工作态度

考核形式：现场进行各种动物营养与代谢障碍性疾病检查，并询问有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及代表的

临床意义。根据检查方法是否正确、熟练程度及回答问题的情况进行评定。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小组小组评价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血液分析仪、尿液分

析仪、生化分析仪

保定器械、注射器。

有学习《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动物微生

物》《动物生化》《动物

药理》的知识 。有在宠物

医院、养殖场进行了一段

时间的实习，有一定的临

床诊疗的实践知识和技能

操作能力 。

教师能熟悉各种动物营养与代谢

障碍性疾病检查方法和检查内容，能对

所诊断的疾病进行开具处方、用药和治

疗。并能传授给学生和指导学生进行营

养与代谢障碍性疾病检查，对所诊断营

养与代谢障碍性疾病进行开处方、用药

和治疗。

媒体

各种动物营养与代

谢障碍性疾病检查

视频；

挂图；

多媒体课件、投影设

视频文件。

学习情境名称 9：中毒性疾病 学时： 4

情境描述：娄星区杉山镇养羊户刘某饲养了 51 多只波尔山羊,居住地附近有堤坝,平日里一放羊为

主,一日放牧回来,傍晚时分发现个别羊只口吐白沫,,流延、腹泻,共济失调,步态不稳,倒地抽搐。呼

吸困难。其中一只体质弱小的死亡。解剖后未见明显异常,仅见肺水肿,淋巴结肿胀,未见有坏死,肠

系膜淋巴结肿大,出血。根据主户回忆曾在放牧过程中，有个别羊只跑到田间偷吃禾苗,时下正是田

间用农药防治植物病虫病的高峰期。请对发病羊只进行检查 诊断其病名 并对其治疗和用药。

学习目标：

1.掌握常见中毒性疾病的检查和诊断

2.掌握常见中毒性疾病的治疗方法和技术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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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见中毒性疾病种类；

2.常见中毒性疾病发病原因和临床表现；

3.常见中毒性疾病的检查和诊断方法；

4.常见中毒性疾病的治疗措施和药物。

讲授法、现场教学法、“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法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肾脏疾病 2
4

任务 2：尿路疾病 2
考核与评价：

评价内容：基本知识技能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工作态度

考核形式：现场进行各种动物中毒性疾病检查，并询问有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及代表的临床意义。

根据检查方法是否正确、熟练程度及回答问题的情况进行评定。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小组小组评价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血液分析仪、尿液分

析仪、生化分析仪

保定器械、注射器。

有学习《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动物微生

物》《动物生化》《动物

药理》的知识 。有在宠物

医院、养殖场进行了一段

时间的实习，有一定的临

床诊疗的实践知识和技能

操作能力 。

教师能熟悉各种动物中毒性疾病

检查方法和检查内容，能对所诊断的疾

病进行开具处方、用药和治疗。并能传

授给学生和指导学生进行中毒性疾病

检查，对所诊断中毒性疾病进行开处

方、用药和治疗。

媒体

各种动物泌尿系统

器官疾检查视频；

挂图；

多媒体课件、投影设

视频文件。

（二）教学方法

教师在教学中应根据工作中典型任务为载体安排和组织教学活动。课程的教学设计

是情境教学。在学习情境实施过程中，教学要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料单、工作任务书等材

料，指导学习按行动导向如项目式教学来顺利完成工作任务。在工作过程的背景下，实

现“教学做”一体化。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下列多种方法开展教学。

1.现场教学法

在学校的动物医院及生产性实训基地，利用临床病例，由老师亲自讲解、操作，并

指导学生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比如，牛的感冒、猪的胃肠炎、羊的瘤胃臌气、 瓣胃

阻塞。在实训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师生互动，实现“教、学、做”一体化，

类似于师傅带徒弟学习技能的传统方法。让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这样能帮助学

生加深理解理论知识，使学生学得更透彻，增强学习的兴趣性和目的性。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指通过实例导入、问题分析、讨论学习、制定方案、组织实施、进行

评价和拓展提升等环节，在本课程教学中，教师利用平时的积累，在课堂中穿插大量的

外科手术案例，对亲身所见的真实病例的发病原因、临床表现、治疗效果进行分析，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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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前感内科疾病的真实情景和技能要求，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实践证明，

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可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3.直观教学法

在教学中，利用大量的照片、视频、多媒体课件等直观教具，对模块中的常见临床

病例进行进行系统的、直观的观察和分析，使学生如同身临其境，这样可以加快学生的

知识的掌握。这种教学方法，可提高教学的效果和学生的学习热情。

（4）实验实训法

对于本课程中的一些基本操作如肌肉注射、灌肠法治疗便秘、胃导管治疗瘤胃积食、

穿刺法治疗瓣胃阻塞，可以进行课堂实训实验。有些技能项目还可以在宠物医院、养殖

场的实验室进行实际操作，让学生做到学中做，做中学，真正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

使理论为实践服务，以实践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

2．教学手段
综合采用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包括多媒体课件、现场教学、录像、网络教学、参

与生产性实训等方法。

（1）多媒体课件教学

将每一个模块的授课内容制成生动、直观、形象的多媒体课件，课件中插入教师经

历的大量照片、典型的手术过程录像，把动物临床病例的诊断和治疗实景引入课堂中，

提高教学效果

（2）现场教学

为了让学生确实掌握该课程的核心课程，老师带领学生去养殖场如养猪场、养鸡

场、、养牛场、养兔场、宠物医院 、兽医站等现场对动物进行内科疾病的检查、诊断、

开处方和用药治疗等，实行“教、学、做” 一体化教学，让学生亲临疾病的诊疗现场，

运用所学知识，采用正确的方法和手段，对病畜进行诊疗。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

能掌握动物常见内科疾病诊断及各种治疗技术，使学生能够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胜

任养殖场企业兽医技术员、宠物医生等职位。

（3）录像、网络教学

为了让学生可以随时进行自主学习，课程组在世界大学生网站上发布了大量的教学

内容，包括师资团队、教研教改、课程教学、方法手段、教学条件等大量教学资源，极

大的延伸了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弥补了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丰富了教学内容和手

段，提高了教学效率。

（4）参与生产性实训

学生在第 5学期中及学期结束时，安排到企事业进行相应的生产性顶岗实习，或进

行现代学徒式的学习，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岗位中接触到实际的生产技术和技能。从而

掌握本课程的一些基本技能和技术。

五、教学条件

1．师资配置
《动物内科病》课程为每个教学班（人数为 40 人左右）的课堂教学配备 1 名主讲教

师和 1名实训指导教师。课程教学的师生比为应为 1:20，以适应教学和实习实训

2．实践教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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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内实践教学条件配置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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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畜牧兽医

体验性生产

实训场

1．栏柱保定架

3.输液架、输液泵、注射器、体

温计、听诊器。

3.常用药品

1.完成动物的一般检查；

2.完成牛、羊、猪 鸡、兔常

见内科疾病的诊断训练；

3.完成简单的内科疾病的治

疗，如注射、穿刺 、灌肠、

胃导管导胃等技能训练。

按“教学做”合一教

室的要求建设，有

授课区，多媒体设

备。

动物医院门诊

部

1、输液架、输液泵、注射器、

体温计、听诊器。

2、CDV、 cpv 等测试板

3.常用药品

1.完成犬、猫等宠物及其它

动物的一般检查；

2.2 完成犬、猫等宠物及其它

动物内科疾病的诊断；

3.完成犬、猫等宠物及其它

动物常见内科疾病的治疗

3.完成动物紧急救治下的给

氧

按“教学做”合一教

室的要求建设

化验室

１．B 超仪，血液分析仪，尿液

分析仪、生化分析仪、电解质分

析仪、显微镜。

２．血液、尿液等常规药品。

１．完成血液、尿液、粪便

物理检查。

２．完成血液、尿液、粪便

化学检查。

按“教学做”合一教

室的要求建设，有

授课区，多媒体设

备。

影像室

1.X 光机

2.自动洗片机

3.观片灯

4.DR 诊断仪

完成 X 光的拍照和洗片
要求配置铅衣、铅

板的防护措施

（2）校外实践教学条件配置

学校建有实训养殖场、10 个相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其中有 8 个签订有校企合作协

议，此外还配套实训教材的教学辅助材料，这些校外实训基地能够长期充分的利用。在

教学管理中实行校内实习、工学交替、顶岗实训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教学模式，提升学生

的专业技能，培养学生适应职业岗位工作的能力。建设 8 家布局合理、功能明确的校外

实训基地，满足本课程学徒岗位培养、顶岗实习的需要。具体配置见表 4：
表 4 校企合作企业一览表

校企合作企业 承担的主要实践教学项目

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猪的内科疾病的诊疗技术的培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猪的内科疾病的诊疗技术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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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和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猪的内科疾病的诊疗技术的培养

郴州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猪的内科疾病的诊疗技术的培养

湖南中农正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猪的内科疾病的诊疗技术的培养

湖南天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牛的内科疾病的诊疗技术的培养

瑞派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犬、猫等宠物的内科疾病的诊疗技术的培养

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 犬、猫等宠物的内科疾病的诊疗技术的培养

六、课程考核与评价

1.评价原则和方法

课程评价坚持以下原则: 形成性考核评价与终结性考核评价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小

组评价的结合；评价方法多样化，即：过程考核（平时成绩、实训考核、作业成绩）、

终结考核（期末考试）成绩两大部分组成总评成绩。平时成绩由分章测训、课堂提问、

上课考勤构成、实训成绩由预习、操作、结果分析、思考题解答、实训秩序、态度等方

面按比例综合评定等组成；作业成绩由作业完成情况、上交是否及时等组成；终结成绩

以期终闭卷笔试成绩为依据。考核权重见表 4。

2.课程考核

2．成绩评价与考核见下表 5。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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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考核 迟到缺席情况、回答问题情况

考勤、纪律、

提答问题、

作业

30 30

实训考核
报告格式，技术要求，实训态

度，实训体会，完成效果
实训报告 20 20

作业完 作业完成情况和是否按时上交 作业本 20 20

终结

考核
期末考试

参照《动物内科学》试卷评分

标准。
试卷测试 30 30

合计 100

https://www.sogou.com/link?url=suO31YCsYcamxYgoS4NybzbgnJLi-HtfuUmGPlIgKG2P05i0lT1hAoHlX5KfxuA8fdv6JvQMjaKuLaNMGv04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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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材及相关资源

1.教材编选

（1）选用教材原则上根据教学层次、专业和教学要求的差别，教学内容选取符合“宠
物医生、基层兽医、化验员”岗位需求，能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本课程建议选用由谭胜

国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动物内科病》教材。

（2）教材的组织是工作过程为导向，学习情境的设计应符合人的认知规律和教学

规律。

（3）教材建设应立体化，包括相关理论教材、学习指南、多媒体课件、学习情境

表、工作任务单等。

（4）教学案例的选择来源于兽医院、动物医院、宠物医院、养殖场的各动物的内

科疾病诊疗过程。

（5）参考教材及资料

①《动物内科病》 石冬梅、何海建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②《动物内科病》【M】 范作良。 中国农业出版社。

③《现代动物营养代谢病》 刘宗平。 化学工业出版社。

④《动物内科病》 【M】 刘广文，刘海。 中国农业出版社。

⑤《宠物内科病》 张磊、石冬梅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⑥《宠物疾病诊治》 龚泽修。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⑦《宠物疾病鉴别诊断与防治》 席克奇。 机械工业出版社

2.课程资源

（1）编制新的动物外科手术学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注重实验实训指导书和实验

实训教材的开发和应用。进一步优化教学结构，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技能。

（2）常用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挂图、幻灯片、投影、录像、视听光盘、多媒体课件等资源有利于创设形象生动的

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建议加强常用课程资

源的开发，建立多媒体课程资源的数据库，努力实现跨学校的多媒体资源共享。

（3）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

充分利用电子书籍、电子期刊、多媒体课程资源数据库、数字图书馆、教育网站和

电子论坛等信息资源，使教学媒体从单一媒体向多种媒体转变；使教学活动从信息的单

向传递向双向交换转变；使学生从单独学习向合作学习转变。

（4）积极与行业、企业进行产、教、学合作，开发课程资源，充分利用课程资源

和企业的资源，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要求。开发“合作企业教学资源库”，为

企业、社会学习者和师生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八、其他说明

随着动物医学的发展，新的器械、仪器及设备、新技术的不断开发和使用，课程内

容将适时修订，以紧跟新形势的步伐。

http://opac.zslib.net/NTRdrBookRetr.do;jsessionid=A7CCCFF6E4F52EF9E7DDF2E810F3549C?SearchType=author&SearchKey=席克奇&PageNum=10&searchWay=searchWayPrv&ResearchSearchType=null&researchSearchKey=null
http://opac.zslib.net/NTRdrBookRetr.do;jsessionid=A7CCCFF6E4F52EF9E7DDF2E810F3549C?SearchType=publish&SearchKey=机械工业出版社&PageNum=10&searchWay=searchWayPrv&ResearchSearchType=null&researchSearchKey=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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