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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深入分析动物医学专业原有临床实践教学模式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临床实践教学新模式

的构建原则和内容。通过更新临床实践教学观念 ,整合临床实践教学内容 ,坚持“三结合”的临床实践教学方

法 ,优化临床实践教学保障、监督与质量管理体系 ,构建了动物医学专业临床实践新的教学模式。新模式的运

行 ,不仅增强了学生的临床操作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 ,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而且最终促进了动物

医学专业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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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医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及应用性极强的专

业 ,动物医学专业临床实践教学是与理论教学密切

联系且相对独立的教学体系 ,目标是培养学生独立

进行动物疾病的诊断、治疗、防疫以及检疫工作的技

能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素质 ,使其胜任动物

临床岗位工作[1 ] 。动物医学专业原有临床实践教学

模式普遍存在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

教学方法落后、临床实践教学效果差等不足[2 ] ,已不

能适应现代社会对动物医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为了

更有效地加强临床实践教学 ,充分体现“厚基础、宽

口径、高素质、强能力、广适应”的教育理念[3 ] ,我们

构建了在更新教学观念的前提下 ,以培养学生的临

床操作和临床诊治动物疾病能力为基础、临床实践

教学“三结合”为重 点、临床实践教学体系质量监控

和管理为保障的临床实践教学新模式 ,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一、动物医学专业原有临床实践教
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不适应新时期对临床实

践教学的要求

教学活动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双向

互动过程[4 ] 。多年来 ,由于临床实践教学沿用过去

基础课程实验教学方式 ,由教师先讲授实践要点、准

备好实践教学材料 ,学生然后按部就班进行操作。

在这种教学行为下 ,学生缺乏促使自己勤于思考、善

于动手和敢于创新的环境及动力 ,实践能力不能得

到真正提高。因此 ,其教学方式和教学观念不能适

应新时期对临床实践教学的要求。

2. 临床实践课程间存在壁垒 ,不利于临床知识

的融会贯通

多数我国农业院校中 ,动物医学临床实践教学

采取各门课程单独进行课程实验和临床实践教学的

方法。由于临床实践教学体系中各门课程按照不同

的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进行 ,因而课程间的有机联

系被切断 ,临床实践教学存在单一、分散、重复性的

缺陷 ,致使学生不能把所学的临床课程知识进行有

效贯通和灵活应用。

3. 高水平临床实践教学基地匮乏

由于长期以来对动物医学专业临床实践教学重

视不够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滞后 ,同时大部分过去稳

固的临床实践教学基地出现转型或临床病例减少。

许多原有临床实践教学基地自身发展缓慢 ,基地内

现代兽医临床诊疗设备缺乏 ,兽医人员诊疗技术落

后 ,对临床病例无法进行确切诊断和精准分析 ,不能

胜任现代动物医学临床实践教学任务。

4. 临床实践教学内容与现代社会需求脱节

随着经济的发展 ,宠物的喂养量迅速增加 ,动物

医学专业毕业生从事宠物诊疗工作的机会越来越

多。但由于现有临床实践教材仍然是以大动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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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马为主 ,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另外 ,由于现代兽

医临床诊疗技术逐渐向精准、快速的方向发展 ,过去

部分实践教学内容和方法已经在实际临床上很少甚

至不使用 ,导致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欠缺 ,学习效

果大打折扣。

我国已开始执业兽医制度试点 ,即将在全国推

行 ,以谋求与国际接轨。因此 ,社会对动物医学专业

毕业生要求更高 ,这也对动物医学专业临床实践性

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为实现动物医学专业

人才的培养目标 ,动物医学专业临床实践教学体系

及内容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动物医学专业临床实践教学新
模式构建的原则

　　动物医学专业临床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应该根

据专业培养目标 ,专业特点及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的要求 ,按照“增强临床能力、拓展临床思维、练就实

战技能、提高综合素质”的思路 ,建立科学合理的临

床实践教学模式。“增强临床能力”是指增强正确进

行临床动物疾病诊疗基本操作的能力 ;“拓展临床思

维”是指训练和加强学生在掌握动物疾病基本情况

的基础上 ,分析、对比、推理并最终对动物疾病做出

本质、理性的判断的能力 ;“练就实战技能”是指培训

学生具有面对临床动物病例 ,从事诊疗操作或行为

的能力 ;“提高综合素质”是指通过临床实践教学 ,不

仅提升学生处置临床动物病例的水平 ,而且培养他

们良好职业道德 ,既会做事 ,也会做人。

　　三、动物医学专业临床实践教学新
模式的内容

　　1. 更新临床实践教学理念

临床实践教学新模式的开展和实施首先要求教

师和学生从传统的临床实践教学观念向现代教育理

念转变 ,从传统单纯提高技能和被动式教与学中得

到解脱。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 ,充分发挥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如在临床实践教学过

程中 ,对具体的病例首先由学生自己进行初诊、化

验 ,然后分析确诊并最终提出处置方案 ,教师仅对其

进行指导。这种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教学行为 ,

极大地激励了学生主动投入临床实践 ,有计划、有步

骤地增强了动物医学专业学生诊治各种动物疾病的

能力 ,锻炼了学生的身心素质。

2. 整合临床实践教学内容

临床实践教学新模式打破了课程之间的壁垒 ,

将不同临床课程实践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和整体构

建。同时增加了对病例讨论的组织、病例分析报告

的撰写等内容。如在开展“犬尿石症”为主题内容的

临床实践教学中 ,教师将患尿石症的犬带进实践课

堂 ,引导学生结合《兽医内科学》课程的代谢途径知

识探讨该犬尿石症的形成机制 ;指导学生应用《兽医

影像学》的 X 光及 B 超的诊断技术知识分析该病的

诊断方法 ,并对其进行确诊 ;结合《兽医外科学》课程

中犬尿石症的外科处理方法对该犬尿石症进行手术

治疗 ,最后由学生自己填写规范病例、开出处方、并

制定医嘱。这样 ,使临床实践教学从单一、分散、重

复性临床实践变成系统、综合、创新性临床实践教学

过程。

3. 坚持“三结合”临床实践教学方式

传统的临床实践教学行为被界定为“三层次”,

即临床实验课的基本操作和基本技能训练层次、教

学实习的综合训练层次以及毕业实习的科研训练层

次。“三层次”割裂了临床实践教学内容 ,不利于学

生系统的临床实践锻炼和培养 ;同时 ,由于“三层次”

实践种类单一 ,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新模式中通过采用“三结合”临床实践教学方式 ,即

定期实践 (如临床实践课) 与不定期实践 (临时就诊

的典型病例)相结合 ,课内实践 (临床实验课、课程实

践)与课外实践 (如参加教师的科研活动)相结合 ,及

校内实践 (校内教学动物医院门诊) 与校外实践 (如

校外临床教学实践基地)相结合 ,从而使临床实践种

类丰富 ,实践的各个层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交叉 ,

有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4. 优化临床实践教学保障体系

(1)加强临床实践教学管理的规范化与制度化

建设。我们根据动物医学专业临床实践教学特点 ,

编写了统一的临床实践教学大纲和课程实践指导教

材 ,建立了“临床操作规范”、“动物医院门诊规范”,

及各种临床实践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 ,从而使临床

实践的教学管理有章可循。

(2)加强临床带教教师队伍建设。通过稳定已

有实践教学师资 ,鼓励青年教师加入 ,外聘实践教学

基地水平高、带教经验丰富的兽医师等多项举措 ,逐

步形成了一支以临床兽医学系教师为主体 ,教研实

验技术人员及外聘兽医师为辅的临床实践教学带教

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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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对校内原

来的多个分散的临床实践实验室 ,按照“功能强劲 ,

结构合理 ,通用总和 ,先进高效”的目标进行了整合 ,

添置了多台套临床实践教学设备 ,并配备实践教学

人员 ,建立了“本科生临床实习操作平台”。

通过对已有的校外实践基地评估 ,在保留了部

分校外实践基地的基础上 ,在全国多家大型兽医院、

养殖场、生物制品厂、动物园、赛马场建立了高质量

的临床实践教学基地。

5. 优化临床实践教学考核

在临床实践教学的考核中 ,不仅重视对学生的

临床操作能力的考核 ,更注重学生运用临床思维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对临床实践中临床实践操

作进行量化 ,建立规范的操作范式和考核标准。如

对于临床实践中的打外科手术结的操作 ,采用既看

打手术结数量、更重打手术结质量的方法对该操作

进行量化考核。在全部实践教学结束 ,还模仿兽医

执业资格考试的方法 ,对学生的临床实践进行考核。

　　四、教学实践效果

动物医学专业临床实践教学新模式经过五年的

实践和探索 ,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成为教学改革中

的亮点 ,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品课程建设

中得到应用 ,临床实践带教教师多次获教学质量奖

励。在新的临床实践教学模式推动下 ,动物医学专

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临床动手能力、临床思维能力

明显提高 ,临床实践结束 ,能对常规病例进行诊断、

开处方、做处理、填医嘱 ,并能进行临床简单手术 ,临

床信心和社会适应力普遍增强。人才竞争力的提高

带动我校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率的稳步提高 ,

许多学生很快就能适应工作岗位并成为单位的业务

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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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 ishment and Practice on a Ne w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Mode in Veterinary Medicine

HU Chang2min ,DIN G Ming2xing ,ZHAO Ya2xin ,CH EN Jian2guo ,L IU Dong2ming , GUO Ding2zong

( Col lege of V eteri nary Medici ne , H uaz hon g A g ricul t ural U ni versi t y , W uhan , H ubei ,430070)

Abstract 　The principles and content s of a new clinical p ractice teaching mode in veterinary medicine

are displayed ,af ter t he p roblems of former clinical p ractice teaching mode were analyzed in dept h. The

new clinical p ractice teaching mode was const ructed by up dating t he concept on clinical p ractice teaching ,

integrating t he content of teaching ,adhering to the teaching behavior of“t hree combination”,and optimi2
zing t he system on teaching security ,teaching supervis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 Af ter t he new prac2
tice teaching mode was performed ,not only the abilities of clinical operations and clinical t hinking have

been enhanced ,but also innovation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have been improved.

Key words 　veterinary medicine ; clinic p ractice teaching ; teaching mode ;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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