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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兽医》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中兽医 课程代码 1066PI018 适用专业
畜牧兽医、动物

医学

修读学期 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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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对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内容

合作企业 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佳和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课程团队 罗莉萍、谢大识、贺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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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与任务

中兽医学是我国传统的兽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同家畜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

总结，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与诊疗技术。是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家庭农场等专

业的专业必修课。本课程以“整体观念”和“辩证施治”作为中兽医基础理论与

病症防治的中心，要求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理解中兽医的独特之处，能利

用中兽医理论理、法、方、药，掌握解决防治畜禽疾病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侧重实践技能培养，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学用一体。使学生理解中兽医防治技术的基本理论，加强对

理论知识的掌握；锻炼学生的中兽医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传统医学思想；使学

生初步建立用中兽医思想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和用中兽医手段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二）具体目标



1．知识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讲授，主要使学生系统地掌握中兽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

常用方剂、针灸、疾病诊疗基本技能，初步具备独立分析及解决诊治动物疾病的

能力，“继承和发扬祖国兽医学遗产”，走“中西兽医结合”道路，为实现我国

的新兽医学作出贡献。

2．能力目标

加深学生对中兽医基础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熟练掌握中药和方剂的基本

理论、中兽医的诊断技术，能运用中兽医防治技术和中西兽医结合的方法正确分

析和合理防治畜禽疾病。

3．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培养学生有吃苦耐劳、

爱岗敬业、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激发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发展绿色畜

牧业的观念和意识；建立在工作岗位上自觉、科学、合理应用中兽医知识和技术

的职业素质，提高学生的执业能力。

三、课程内容与结构

序

号
学习情境 工作任务 参考学时

1 中兽医基础理论

任务 1：中兽医的发展史及本课程主要内容 2

10

任务 2：阴阳五行学说 4

任务 3：脏腑经络学说 2

任务 4：病因学说与病理学说 2

2 中兽医辩证施治
任务 1：中兽医四诊 2

6
任务 2：脏腑辩证与八纲辩证 2



序

号
学习情境 工作任务 参考学时

任务 3：治则八法与卫气营血辩证 2

3 常用中草药及方剂

任务 1：中草药的采收及性味归经 2

6任务 2：中草药配伍七情及配伍禁忌 2

任务 3：常用中草药及方剂 2

4 中兽医针灸

任务 1：中兽医针灸原理及工具 2

4
任务 2：针灸方法及临床应用 2

5 病症辩证与治疗

任务 1：内科病症 2

6任务 2：外科病症 2

任务 3：产科病症 2

6 中兽医技能实训

任务 1：采集、加工中草药 2

16

任务 2： 辨认中草药 2

任务 3：问诊与望诊 2

任务 4：闻诊与切诊 2

任务 5：针灸取穴及操作（一） 2

任务 6：实针灸取穴及操作（二） 2

任务 7：外感热病诊治（一） 2

任务 8：外感热病诊治（二） 2

总学时 48

四、课程教学建议

（一）教学设计

本课程共设 6个学习情境，教学实施的具体内容如下：

学习情境 1

学习情境名称：中兽医基础理论 学时：10

情境描述



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司牡安骥集》、《本草纲目》、《元亨疗

马集》等古典医书谈起，引导学生了解我们的先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

家畜疾病防治技术，并形成了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为特点的独特的

中兽医学。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阴阳五行学说的基本规律及在中兽医中的应用；掌握脏腑、经络的生理

功能及其与躯体官窍的关系；学会将现代兽医学的病因、病理与中兽医学的病因、病机联系

起来分析畜体发病的原因及其规律。

能力目标：加深学生对中兽医基础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素质目标：树立发展绿色畜牧业的观念和意识；建立在工作岗位上自觉、科学、合理应

用中兽医知识和技术的职业素质，培养敬业爱岗精神。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本教学情境的内容包括中兽医的发展史；阴

阳五行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脏腑的生理

功能及其与躯体官窍的关系；各种致病因的

性质和致病特点，以及常见的临床症状。

中兽医学是一门独特理论体系的课程。许多内

容文体古朴，词汇深奥难懂，理论只能会意。

因此，必须形象比喻、明白诠释，以引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理论知识以讲授形式，讲授尽可

能结合多媒体。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中兽医的发展史及本课程主要内容 2

任务 2：阴阳五行学说 4

任务 3：脏腑经络学说 2

任务 4：病因学说与病理学说 2

考核与评价

课堂提问、布置和检查作业；期末理论考试。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无 《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生物化学》

《动物病理》《兽

医药理》《动物微

生物》《兽医临床

诊疗技术》相关知

识

1.具备教师基本素质要求；

2.具有丰富的中兽医医理论知

识；

3.具备一定的畜禽疾病中西医

结合诊治的实践经验。
媒体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

经》、《伤寒杂病论》阴阳五行、

脏腑经络短视频、微课。

学习情境 2



学习情境名称：中兽医辩证施治 学时：6

情境描述

家畜患病后，运用望、闻、问、切法与八纲辨证、脏腑辨的诊断方法，收集

动物疾病的各种信息，为正确地进行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理解中兽医诊断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初步掌握四诊的基本技能，学会运用望、

闻、问、切的诊断方法，了解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的基本方法与卫气营血辨证的基本知识，

能较为客观、准确、系统地诊察、收集动物疾病的各种信息，为正确地进行辨证论治提供依

据。

能力目标：加深学生对中兽医基础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素质目标：树立发展绿色畜牧业的观念和意识；建立在工作岗位上自觉、科学、合理应用中

兽医知识和技术的职业素质，培养敬业爱岗精神。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本教学情境的内容包括中兽医的辨证论治的

基本原理，重点掌握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的

基本方法，了解卫气营血辨证的基本知识，

初步学会在四诊的基础上，能将所收集到一

系列症状加以综合分析、归纳，正确地辨明

疾病的部位、性质，并确立适宜的治则及方

药。

中兽医学是一门独特理论体系的课程。许多内

容文体古朴，词汇深奥难懂，理论只能会意。

因此，必须形象比喻、明白诠释，以引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理论知识以讲授形式，讲授尽可

能结合多媒体。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中兽医四诊 2

任务 2：脏腑辩证与八纲辩证 2

任务 3：治则八法与卫气营血辩证 2

考核与评价

课堂提问、布置和检查作业；期末理论考试。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无 《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生物化学》

《动物病理》《兽

医药理》《动物微

生物》《兽医临床

诊疗技术》相关知

1.具备教师基本素质要求；

2.具有丰富的中兽医医理论知

识.

3.具备一定的畜禽疾病中西医

结合诊治的实践经验。媒体

中兽医四诊短视频、微课。



识

学习情境 3

学习情境名称：常用中草药及方剂 学时：6

情境描述

家畜患病后，经过前边学习的辨证论治，如何用药。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理解各类方、药的概念，使用注意事项。基本掌握各类方、药的共同特点。重点

掌握中药的性味、功能，常用方剂的组方，主证。具备合理运用中兽医方、药的能力。

能力目标：掌握各类常用中草药的性与味，并对经典方剂进行组方分析。

素质目标：树立发展绿色畜牧业的观念和意识；树立“就地取材，随时随地”利用中草药资

源的意识。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本教学情境的内容包括各类常用中草药的性

与味，中草药配伍七情及配伍禁忌，常用中

草药及方剂、并对经典方剂进行组方分析。

“百草皆药，”可以要求学生利用休息时间、

周末及寒暑假时间采集中草药标本，在实训中

充分接触中兽医临床诊疗病例，使课程能紧密

联系学生实际、激发学生兴趣。随时随地用手

机形色软件认识中草药植物，拓宽知识面。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中草药的采收及性味归经 2

任务 2：中草药配伍七情及配伍禁忌 2

任务 3：常用中草药及方剂 2

考核与评价

课堂提问、布置和检查作业；期末理论考试。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常见中草药植物 《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生物化学》

《动物病理》《兽

医药理》《动物微

生物》《兽医临床

诊疗技术》相关知

1.具备教师基本素质要求；

2.具有丰富的中兽医医理论知

识；.

3.具备一定的畜禽疾病中西医

结合诊治的实践经验。媒体

中草药网站、短视频、微课。



识

学习情境 4

学习情境名称：中兽医针灸 学时：4

情境描述

家畜患病后，经过前边学习的辨证论治与使用方、药，如何配合使用针灸。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猪、牛、马、犬的常用穴位的位置、针法及适应证，掌握动物常见病、

多发病针灸疗法的取穴、配穴及操作技能。

能力目标：掌握中兽医针灸原理，正确的针灸方法。

素质目标：树立发展绿色畜牧业的观念和意识；初步具备独立分析及解决诊治动物疾病

的能力，“继承和发扬祖国兽医学遗产”，走“中西兽医结合”道路。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本教学情境的内容是中兽医针灸原理，

正确的针灸方法及猪、牛、马、犬的常用穴

位的位置、针法及适应证。

理论授课主要应用多媒体课件，采用引导

式、分析式、启发式、情景式等教学方法，内

容层层递进、步步分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

极性。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中兽医针灸原理及工具 2

任务 2：针灸方法及临床应用 2

考核与评价

课堂提问、布置和检查作业；期末理论考试。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牛穴位模具 《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生物化学》

《动物病理》《兽

医药理》《动物微

生物》《兽医临床

诊疗技术》相关知

识

1.具备教师基本素质要求；

2.具有丰富的中兽医医理论知

识；

3.具备一定的畜禽疾病中西医

结合诊治的实践经验。
媒体

中医针灸网站、短视频、微课。



学习情境 5

学习情境名称： 病症辩证与治疗 学时：:6

情境描述

家畜患病后，经过前边系统的中兽医理论学习，初步具备独立分析及解决诊

治动物疾病的能力，如何针对实际病例进行处置。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综合所学中兽医知识对临床病例进行中兽医诊疗，并与现代兽医学诊疗方法

进行比较。

能力目标：运用中兽医知识对常见内科病症、外科病症、产科病症进行中兽医诊疗。

素质目标：树立发展绿色畜牧业的观念和意识；团队协作能力强，工作纪律与工作态度

好。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本教学情境的内容是对常见内科病症、外科

病症、产科病症临床病例进行中兽医诊疗。

加强教与学的沟通，克服教学中的难点，注重

学生学习需求，保证教学质量。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内科病症 2

任务 2：外科病症 2

任务 3：产科病症 2

考核与评价

课堂提问、布置和检查作业；期末理论考试。

工具与媒体 学生已有基础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无 《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生物化学》

《动物病理》《兽

医药理》《动物微

生物》《兽医临床

诊疗技术》相关知

识

1.具备教师基本素质要求；

2.具有丰富的中兽医医理论知

识；

3.具备一定的畜禽疾病中西医

结合诊治的实践经验。
媒体

中兽医、宠物医疗网站、短视

频、微课。



学习情境 6

学习情境名称： 中兽医技能实训 学时：16

情境描述

中兽医理论系统学完以后，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技能实训提高动手能力，巩

固理论知识，并通过技能考核让学生人人学到四诊、中草药辨认、家畜针灸与取

穴、常见病的诊治的过硬技能。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熟悉本地常见中草药植物的名称与功能用法，具有一定的针灸疗法的实际操

作技能；能贯彻“中西兽医结合”的方针，灵活应用中药方剂；“辨证论治”应用中草药防

治畜禽疾病；具有一定的应用中兽医学理论与技术独立分析和解决畜禽疾病防治问题的能

力。

技能目标：学以致用，掌握四诊，中草药的采集、炮制与辨认，家畜针灸与取穴，常见

病的诊治的操作方法与基本技能。

素质目标：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培养学生有吃苦耐劳、爱岗敬业、

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激发学习兴趣和创新意

识，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习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中兽医技能实训模块包括四诊，中草药

的采集、炮制与辨认，家畜针灸与取穴，常

见病的诊治。

中兽医学是一门独特理论体系的课程。实

训课通过教师示范指导以项目驱动，结合课余

时间让学生人人参与并考核，提高动手能力。

任务

设计

任务名称 课时

任务 1：采集、加工中草药 2

任务 2： 辨认中草药 2

任务 3：问诊与望诊 2

任务 4：闻诊与切诊 2

任务 5：针灸取穴及操作（一） 2

任务 6：实针灸取穴及操作（二） 2

任务 7：外感热病诊治（一） 2

任务 8：外感热病诊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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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现场体问，实训报告

评价方式：教师评价+自评+小组互评

工具与媒体 教师所需执教能力

工具

各种生长状态的中药植

物、铲子、剪枝剪、自来水、

报纸、麻绳、标本夹、听诊器、

体温表、猪、牛、动物针灸挂

图与模具、消毒液；开口器、

保定绳、动物仿真穴位模具、

针灸包、中草药药材、处方签、

药物天平等。

《动物解剖

生理》《动物生物

化学》《动物病理》

《兽医药理》《动

物微生物》《兽医

临床诊疗技术》相

关知识

1.具备教师基本素质要求；

2.具有丰富的中兽医医理

论知识；

3.具备一定的畜禽疾病中

西医结合诊治的实践经验。

媒体
一体化教室、校内外实训

基地、多媒体教学课件。

（二）教学实施

1．教学方法

坚持基础理论教育与基本技能训练相结合,坚持专业思想教育与职业道德教

育相结合的基本教育指导思想，注重职业素质培养,加强情商教学。采用引导式、

分析式、启发式、情景式等教学方法，内容层层递进、步步分解，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积极性。实验课通过教师示范指导以项目驱动，结合课余时间让学生人人参

与并考核，提高动手能力。加强教与学的沟通，克服教学中的难点，注重学生学

习需求，保证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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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教学、现场教学、录

像、视频、网络教学、课余活动等。网络教学平台要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参



考资源，如行业动态、专业网站和专业书目、课件、课程教学视频、教学录像、

实训录像等。学生能利用网络讨论学习中的存在问题，老师能在线答疑。

（三）课程考核与评价

1.过程考核

过程考核按学习情境分别组织，每个学习情境过程考核分训练项目进行，每

个训练项目的考核内容包括学习纪律与学习态度、职业素养二个方面。其中，各

项目学习纪律与学习态度、职业素养的考核要求与评价标准相同，分别见表 1、

表 2。

表 1 ：学习纪律与学习态度考核要求与评价标准

考核内容 权重
考核标准

A等分值范围(85~100 分) C 等分值范围(60-70 分)

学习纪律 40%

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和岗位管理制度，不迟到、早

退和无故缺勤。

基本能遵守学校规章制

度，基本上不迟到、早退。无

重大违纪现象。

学习态度 30%
工作认真，不怕苦、不怕

累、不怕脏，服从安排。

工作较认真， 基本上达

到工作要求，能服从安排，愿

意为他人提供服务。

学 习 积 极

性 与 主 动

性

30%

学习积极，虚心向教师学

习，主动学习新知识、新技术

和新方法，乐意接受额外任务

和必要的加班。

学习积极性一般，能学习

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能

够接受额外的任务和必要的加

班。

说明：超过 C 等但不够 A 等为 B 等，分值范围为 71～84 分;不够 C 等为 D

等，分值范围为 60 分以下(不含 60 分)，余同。

表 2：职业素养考核要求与评价标准

考核内容 权重

考核标准

A等分值范围(80-100)
C 等 分 值 范 围

(60-70 分)

个人责任心 30%
学习认真负责，认真承担完成学

习任务，能为学习结果承担责任。

学习责任心一

般， 基本上能按时上交

作品。

团队精神 40%

与学习小组成员保持良好合作关

系，采用合适方式表达不同意见，愿

为他人分享经验和观点，能为团队利

益作出个人牺牲。

能与学习小组成员保

持合作关系。



学生行为习惯 30%.
能认真学习并遵守学习任务操作

规程，注重细节。

基本能遵守学习规

程，基本做到关注细节。

2.期末考核

卷面考试:建立试题库，由多套标准试卷组成，每套总分 100 分，考试时从

中随机抽取一套。

3.考核结论

考核总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核总成绩由过程考核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两部

分构成，其中，过程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60%，期末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40%。

过程考核成绩中，学习态度与学习纪律、操作规范和职业素养占总成绩的 60%。

期末考核成绩中，卷面考试占总成绩的 40% (见表 3)。各训练项目过程考核及各

期末考核项目成绩均合格，方能认定考核成绩合格。学生在课程学习期间，出现

严重违纪及安全责任事故等情况，考核总成绩为不合格。

表 3：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的结合方式

考核内容 权重 考核内容

课程

评价

过程考核 60% 考核学生对完成工作任务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的掌握

期末考核 40% 考核学生对课程必备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掌握

五、课程实施保障

（一）师资配置

要符合“双师型”教师要求，专业师资要根据课程目标以及理论实践一体化

教学组织的要求来确定，专任教师与兼职教师结构要合理。数量配置是每 2个班

配备 1名专任教师、1名兼职教师；质量要求根据《中兽医》课程中知识、技能、

素养以及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组织的要求来确定。具体见下表。

师资配置与要求

专任教师 兼职教师

质量要求 数量 质量要求 数量



主讲教师具有“双师型”教师素质，具有

高校教师任职资格，畜牧兽医专业讲师以上职

称，掌握中兽医知识与技能，具有养殖企业或

宠物医院动物医疗实际工作经验，能同时胜任

本课程的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

1名/2

班

具有专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从业经验，具有执业

兽医师资格或技师/中级以

上职称。具有畜禽疾病与宠

物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经

验。

1 名/2

班

（二）实践教学条件

实践教学条件要能满足课程的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

1.校内实践教学条件配置

校内配备兽医基础实动物实训室和畜牧兽医体验性生产实训场 2 个实训场

地。并强化实训室的环境建设：仪器设备布置整齐规范；引入企业文化；张贴实

训操作规程、安全要求；为学生营造了一种文明生产、文明作业的职业氛围。同

时制定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具体配置见下表：

场地名称 仪器设备和实验动物 主要实践教学项目 要求

动物基础实

训室

仪器设备：各种生长状态的中药

植物、铲子、剪枝剪、自来水、

报纸、麻绳、标本夹、听诊器、

体温表、猪、牛、动物针灸挂图

与模具、保定绳、中草药药材、

处方签、药物天平、电脑、投影

仪等。

采集、加工中草药

外感热病诊治（一）

外感热病诊治（二）

胎衣不下的诊治

禽流感的诊治

瘤胃鼓气的诊治

按“教学做”

合一教室的

要求建设，

有授课区，

多媒体设备

畜牧兽医体

验性生产实

训场

仪器设备：保定绳、听诊器、体

温表、针灸包、动物仿真穴位模

具、消毒液、开口器等

实验动物：母牛、公猪、母猪、

公羊、母羊等。

辨认中草药

问诊与望诊

闻诊与切诊

按“教学做”

合一教室的

要求建设，

有授课区，

多媒体设备

2.校外实践教学条件配置

建设 6家以上布局合理、功能明确的校外实训基地，满足本课程教学素材收

集、现场直播的需要。具体配置见下表：

校外实训基地名称 承担的主要实践教学项目

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 中西医结合宠物医疗

瑞派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西医结合宠物医疗

长沙市雨花区波波宠物医院 中西医结合宠物医疗

湘潭市爱康宠物医院 中西医结合宠物医疗

湘潭市诚品宠物医院 中西医结合宠物医疗



湘潭市爱心宠物医院 中西医结合宠物医疗

（三）课程资源

1.教材编选

（1）教材编写

2017 年我院罗莉萍参与了《中兽医基础》教材的编写。教材包括中兽医基

础理论、辩证施治、常用中草药及方剂、针灸、临床病例诊疗、技能实训六个教

学项目。在书稿的编写中突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对各知识点进行了有

机的融合，并融案例分析于防治法则中，真正体现了运用理、法、方、药进行辩

证论识畜禽疾病，增强了针对性和实用性。各章后附有复习思考题，并附有阅读

资料，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博大精深的祖国兽医学。书后的实训指导注重一技

之长的培养，力求通过运用“一根针、一把草”，使学生掌握中兽医基本技能。

（2）参考教材及资料

①刘钟杰.许建琴.中兽医学.4 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②汪德刚.中兽医防治技术.（第 2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③杨宏道.李世俊.兽医针灸手册.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6

④何静荣.中兽医方剂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3

⑤姜聪文.中兽医基础.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⑥黄定一.中兽医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⑦葛敏.李继红.宠物中医诊疗.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⑧杨若.新编中兽医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2.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以我校畜牧兽医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为平台，通过校企合作引入瑞派宠物医

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正邦、佳和等企业的岗位培训教程及操作视频，结合本团

队教学与实践经验开发原创性课程资源，通过中西医结合防治畜禽、宠物疾病等

技术的学习实践，满足学生在动物医疗上的能力提升。

六、其他说明



1.本课程标准由《中兽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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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该课程标准应不断适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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