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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专业现代学徒制

基于典型工作过程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实现专业人才目标的人才培养路经设计蓝图。课程体

系决定一个专业毕业生的素质特色、知识结构、能力结构。课程体系

的设计是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我校在开展畜牧兽医专业现

代学徒制试点中，为达到培养宠物与养殖行业企业所需要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型人才的目标，校企共同开发了基于典型工作过程的模块化专

业课程体系。现对课程体系设计思路进行说明，并对该课程体系作简

要描述。

一、典型岗位及技能需求分析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是专业对接行业、课程

对接岗位、项目对接技能。课程体系是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服务的，

设计课程体系首先要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在现代学徒制试点中，

首先要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现代学徒制是由校

企“双主体”合作育人，毫无疑问要培养合作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

人才，合作企业有哪些岗位、这些岗位需要具有哪些知识、技能、素

质的人才，决定开设什么课程。为此，我们对企业进行了广泛的调研，

与企业师傅一起对岗位技能进行了系统梳理。

1.合作企业岗位分析

我们的合作企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宠物医院；另一类是以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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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养殖企业及饲料兽药企业。

初始岗位：宠物医生助理、养殖场兽医助理（动物疫病防治员）、

家畜繁殖员、家畜饲养员、动物检验检疫员等。

发展岗位：执业兽医师、家畜繁殖师、养殖场兽医师、生产技术

主管、生产场长、官方兽医师等。

迁移岗位：宠物美容师、宠物用品与保健品营销经理、饲料兽药

技术服务经理、饲料兽药营销经理。自主创业成为宠物诊所经营者、

家庭农场主。

2.岗位技能需求分析

无论是宠物医院还是养殖企业，对人才技能的基本需求，包括三

个主要方面。一是畜牧和兽医通用的动物解剖、生理、生化、微生物

等基本知识和技能；二是宠物养护、畜禽养殖所需要动物营养、动物

繁育、畜禽生产等畜牧知识与技能；三是宠物和畜禽疾病预防及诊疗

所需要动物药理、病理、临床诊疗、内科、外产科、传染病等兽医知

识与技能。

宠物医院和养殖企业的技术岗位，都有职业资格要求，如宠物医

院必须有 3名以上执业兽医师，助理执业医师可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

开展诊疗服务。养殖企业必须有 1名执业兽医师，从事畜禽人工授精

必须具有动物繁殖员资格，从事动物防疫必须有动物防疫员资格。因

此，课程体系的设计必须对接执业兽医师考试并融入国家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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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表

工作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宠物医师

助理

在执业兽医师

的指导下，完成下

列工作：

1.预防宠物疾

病；

2.诊断宠物疾

病；

3.治疗宠物疾

病。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外，需要

具备下列技术和技能：

1.会正确接近、控制动物和进行一般检查；

2.会皮下注射、肌内注射、留置针安装和

输液泵使用；

3.会体内外驱虫和疫苗注射；

4.会正确测量体温、听诊心跳和肺呼吸音，

并判断结果；

5.会正确采取血液和病料；

6.会操作血液分析仪、生化分析仪、尿液

分析仪、电解质分析仪、直接数字化 X 射线摄

影系统、全数字彩色多普勒兽用超声诊断系统；

7.会皮肤刮片镜检；

8.会组织和血液涂片、染色镜检；

9.会粪便虫卵检查；

10.会使用常见诊断试剂对传染病快速诊

断；

11.会抗体检测和结果分析；

12.会根据诊疗处方进行配药；

13.会外科手术基本操作：术部消毒、切开、

缝合和打结。

养殖场兽

医助理

（动物疫

病防治员）

在执业兽医师

的指导下，完成下

列工作：

1.预防畜禽疾

病；

2.诊断畜禽疾

病；

3.治疗畜禽疾

病。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外，需要

具备下列技术和技能：

1.会正确接近、保定畜禽，进行一般检查；

2.会皮下注射、肌内注射、静脉注射；

3.会体内外驱虫和疫苗注射；

4.会正确测量体温、听诊心跳和肺呼吸音，

并判断结果；

5.会正确采取血液和病料；

6.会操作全数字多普勒兽用超声诊断系

统；

7.会皮肤刮片镜检；

8.会组织和血液涂片、染色镜检；

9.会粪便虫卵检查；

10.会使用常见诊断试剂对传染病快 速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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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11.会抗体检测和结果分析；

12.会根据诊疗处方进行配药；

13.会外科手术基本操作：术部消毒、切开、

缝合和打结。

家畜繁殖

员

在家畜繁殖技

师（配种师）的指

导下，完成下列工

作：

1.畜禽选种选

配与品种改良；

2.母畜发情鉴

定；

3.采精与精液

处理；

4.人工授精；

5.妊娠诊断；

6.母畜接产与

助产；

7.公畜的饲养

管理；

8.繁殖障碍预

防与治疗。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外，需要

具备下列技术和技能：

1.会种畜外貌鉴定；

2.会种畜生产性能评定与登记；

3.会打耳标、耳号并识别

4.会母畜外部观察、试情、阴道检查、直

肠检查等发情鉴定；

5.会公猪、公牛等采精操作；

6.会使用显微镜等检查精液品质；

7.会精液稀释液配制、精液稀释操作；

8.会精液的常温保存、冷冻精液的保存与

解冻；

9.会母猪、母牛的输精操作；

10.会使用直肠检查、B超等方法进行妊娠

诊断；

11.会母畜的接产、助产操作；

12.会预防和治疗乏情、子宫内膜炎等繁殖

障碍。

家畜饲养

员

（以猪场

为例）

在养殖场生产

技术主管的指导下

完成下列工作：

1.配种舍母猪

饲养管理；

2.妊娠舍怀孕

母猪饲养管理；

3.产仔舍哺乳

母猪及仔猪饲养管

理；

4.保育舍仔猪

饲养管理；

5.生长育肥舍

肥猪饲养管理。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外，需要

具备下列技术和技能：

1.会畜舍卫生与消毒；

2.会控制畜舍环境控制设备，会观察畜舍

温度、湿度、通风等指标；

3.会配制饲料、选择和使用商品饲料、会

使用喂料机械设备；

4.会在饮水或饲料中投药进行预防保健；

5.会观察猪的体温、呼吸、粪便、行为变

化、外表变化等猪的健康状况；

6.会根据兽医的处方进行配药、肌肉注射、

皮下注射、腹腔注射、静脉注射等进行病猪治

疗；

7.会根据免疫程序进行疫苗的稀释与注

射，采血采样；



5

工作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8.会仔猪护理、剪牙、断尾、去势等操作。

动物检验

检疫员

在官方兽医的

指导下完成下列工

作：

1.活体临床检

查和动物病原菌的

实验室检验；

2.宰前检验和

宰后胴体检验；

3.消毒和无害

化处理。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外，需要

具备下列技术和技能：

1.能按要求进行疫病流行现况和—般情况

的调查，能判别免疫接种是否处在有效期内，

能按群体检疫的要求对动物进行静态、动态和

食态检查，能按个体检疫的要求对动物体温检

测，可视粘膜、被毛、皮肤、体表淋巴结、呼

吸状态、排泄器官及排泄物检查；

2.能釆集病料，能分离和培养病原菌，能

通过形态学观察、生化特性实验、血清学实验

区别病原菌与非病原菌，能准备动物病毒性传

染病实验诊断常用器具和配制溶液，能进行动

物病毒性传染病常用血清学诊断；

3.能正确进行各类动物疫病临床表现类症

鉴别，能对待宰畜禽进行入场验收，能对待宰

畜禽实施宰前管理（休息管理、停食管理）；

4.能正确识别待宰动物的临床表现，能按

国家标准对检度不合格的动物进行隔离、处理

5.能正确选择被检淋巴结，能正确剖检颌

下淋巴结、腹股沟浅淋巴结，肠系膜淋巴结、

支气管淋巴结，并能识别炭疽、猪瘟的淋巴结

病变，能识别内脏、皮肤的病理变化，能正确

摘除三腺，能正确进行病害胴体的隔离；

6.能正确实施猪囊虫病剖检并能识别猪囊

虫，完成猪旋毛虫病料釆取和压片镜检；

7.能正确填写宰后检疫记录；

8.能正确配制消毒药品，能正确使用消毒

设备和工具，能按规定进行现场消毒；

9.能对染疫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

理，能对被污染环境进行消毒。

3.专业能力培养目标确定

通过对合作企业的岗位分析、岗位典型工作任务所需技能分析，

确立了本专业所需专业能力培养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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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能力：具备动物解剖生理、生化、饲料营养、繁育、

病理、药理、临床诊疗、微生物等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2）岗位能力：具备下列一种或多种专业特长。

①具有猪生产、牛羊生产、禽生产等畜禽饲养管理和畜禽常见传

染病、普通病防治能力，毕业后能担任养殖企业配种等技术员、养殖

场兽医。

②具有宠物内科、外科、传染病、寄生虫等疾病诊断及治疗能力，

毕业后能担任宠物医院助理执业兽医师。

③具有兽医公共卫生、畜牧兽医法规知识和动物防疫和检疫技能，

毕业后能担任乡镇动物防疫站技术员。

（3）专业拓展能力：具备下列一种或多种专业拓展能力。

①具有饲料、兽药、动物性产品的营销、技术开发与推广能力，

毕业后能担任饲料公司、兽药公司的技术服务人员、产品营销人员。

②具有对家庭农场、畜禽养殖场经营管理能力，毕业后能创办和

管理家庭农场。

③具有宠物美容护理、宠物医院初级管理能力，毕业后能担任宠

物美容师、宠物医院前台工作人员，或自主创办宠物用品店、宠物美

容店、宠物诊所。

二、畜牧兽医专业课程体系

全部课程按素质与能力培养目标，分为公共基础、专业群共享、

专业能力、岗位能力、专业拓展、素质拓展及岗位培养等 7个模块，

分别培养通识能力、通用能力、专业基本能力、专业特长能力、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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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能力及岗位实际工作能力。

按承担教学任务的主体及教学地点不同，分为学校课程、校企课

程、企业课程 3 种课程类型。学校课程在学校组织教学，企业课程由

企业在真实岗位上培养，校企课程部分内容在学校完成、部分内容通

过任务单的形式在企业真实岗位上完成。

表 2 课程体系构成表

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公共基础 学校课程

入学教育/军训/国防教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

称“基础”）、“基础”社会实践、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概论”社会实

践、形势与政策、高职英语、应用数学、计算机基础及

应用、大学语文、体育与健康、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指导。

专业群共享 学校课程

职业英语、家庭农场经营管理、家庭农场生态与环境保

护、家庭农场休闲文化、家庭农场立体种养技术、创新

创业实战。

专业能力
学校课程

动物营养与饲料、动物营养与饲料实训、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解剖生理实训、动物生化、动物病理、动物繁育技

术、动物微生物、动物微生物实训、综合技能实训、毕

业设计。

校企课程 兽医药理、兽医临床诊疗技术、动物传染病。

岗位能力 校企课程
动物内科、动物外产科、中兽医、猪生产、禽生产、牛

羊生产。

专业拓展 校企课程

动物寄生虫、畜牧兽医基本法规、宠物美容与护理、兽

医公共卫生、兽药饲料营销与技术服务、宠物诊疗美容

机构经营管理。

素质拓展 学校课程 全校性公共选修课，综合素质拓展课。

岗位培养 企业课程
学徒初阶岗位培养、学徒进阶岗位培养、学徒升阶岗位

培养

四、课程体系中的特色课程

1.专业群通用能力课程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是学生今后自主创业的主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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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也是饲料兽药企业、大型养殖企业、动物医院的合作对象与服务

对象。因此，我们在家庭农场专业群中开设以下特色通用能力课程。

（1）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掌握家庭农场概述、解读国家对家庭

农场等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相关政策、家庭农场经营理念与模式、家

庭农场生产管理、家庭农场资源管理、家庭农场的发展升级等专业基

础知识，熟悉家庭农场项目建设的基本工作过程，具有家庭农场的生

产管理以及家庭农场的经营管理等职业技能。30学时，2 学分。

（2）家庭农场生态与环境保护：掌握目前国内外农业生态环境

状况、家庭农场农用化学品污染途径及其防治，家庭农场农业废物及

资源化利用、废水灌溉与农业生产，家庭农场生产土地退化与整治、

生产环境的修复，家庭农场生产环境灾害及其控制，家庭农场无公害

产品的生产等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具有生态农业工程项目规划与建

设、家庭农场环境监测及治理、农村环境整治与管理能力。30学时，

2学分。

（3）家庭农场休闲文化：掌握家庭农场休闲文化内涵及价值、

不同类型家庭农场休闲文化功能的开发、家庭农场休闲文化项目营销、

家庭农场休闲文化项目导游服务等，熟悉当地农村的田原风光，节日、

婚丧、祭祀、农耕及日常生活习俗，掌握当地建筑、服饰、餐饮、歌

舞、特产、名人、典故、传说、方言等乡土文化，具有开发乡村旅游

项目和充当乡村旅游导游、解说的技能。30学时，2学分。

（4）家庭农场立体种养技术：熟悉家庭农场经营所适宜采用的

林间高效立体种养模式、立体生态种养盈利模式、农牧结合立体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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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庭院经济立体种养模式、水稻+X 立体种养模式等，具有家庭

农场立体种养技术开发和生产的能力。30学时，2 学分。

2.企业岗位培养课程

为贯彻“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原则，体现现代学徒制“双主体”

“真实岗”育人特色，安排了学徒初阶、学徒进阶、学徒升阶 3 次企

业岗位培养。

（1）学徒初阶岗位培养：安排学生到规模养殖企业、宠物医院、

等校企合作企业岗位培养。感受职场氛围，磨练意志，了解企业文化

和人才需求，对工作环境、现场生产条件、工艺特点、主要设备有一

个比较全面的感性认识，学会正确接近、控制动物、一般检查、皮下

注射、肌内注射、留置针安装、输液泵使用、体内外驱虫、疫苗注射、

正确测量体温、听诊心跳和肺呼吸音、使用常见诊断试剂、配药等职

业技能。培养职业情趣。16周，16 学分。

（2）学徒进阶岗位培养：安排学生到规模养殖企业、宠物医院、

等校企合作企业岗位培养。在企业导师指导下，学习和掌握血液和病

料采取、皮肤刮片镜检、组织和血液涂片染色镜检、粪便虫卵检查、

抗体检测和结果分析、血液分析仪和生化分析仪使用、猪饲养管理、

禽饲养管理、牛羊饲养管理、人工授精等操作技能。14周，14 学分。

（3）学徒升阶岗位培养：安排学生到规模养殖企业、宠物医院、

等校企合作企业岗位培养。学会血常规检测结果分析、生化检测结果

分析、尿液检测结果分析、电解质检测结果分析、抗体检测和结果分

析，学会操作直接数字化 X射线摄影系统、全数字彩色多普勒兽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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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诊断系统和结果判断，学会外科手术基本操作、猪病防治、禽病防

治、牛羊疾病防治、畜禽繁殖障碍防治等技能，综合运用本专业所学

的知识和技能，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学习企业管理。20 周，20 学

分。

3.专业拓展课程

为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就业迁移能力，开设了以下专业拓展课

程，要求学生从中选修 3门，6学分。

（1）宠物美容与护理：掌握宠物美容与护理的基本理论知识，

熟悉宠物的毛发护理、局部护理、洗澡、调教护理、疾病护理等技术

的基本工作过程，具有宠物美容与护理的职业能力。30学时，2学分。

（2）兽医公共卫生：掌握兽医公共卫生基础理论知识，熟悉畜

禽收购、运输的兽医卫生监督工作过程，具有传染病的检疫、屠宰加

工的卫生检验、集市贸易检验、常见病的防治等职业能力。30学时，

2学分。

（3）宠物诊疗美容机构经营管理：掌握宠物诊疗机构申办流程、

店面设计布置、门店管理、客户接待、导诊等基本知识，熟悉宠物诊

疗与护理项目推介，医护人员管理，宠物药品、饲料、用品采购与经

营，客户关系维护等工作，具有协助管理宠物诊疗机构的能力。30

学时，2学分。

（4）兽医法律法规：掌握兽医法律法规基础理论知识，熟悉动

物防疫检疫、兽药管理条例、饲料与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食品卫生

标准、动物产品质量标准等法规的基本内容，具有运用法律知识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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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与管理的职业能力。30学时，2 学分。

（5）兽药饲料营销与技术服务：掌握市场营销基本知识，熟悉

兽药和饲料产品特点、营销流程，与客户沟通的技巧，具有为养殖户

提供技术方案，以解决养殖户遇到的技术难题，达成业务并为客户提

供增值服务的能力。30学时，2学分。

五、本课程体系的特点与创新

1.对接了国家的专业标准、执业兽医师考试大纲、国家职业标准。

学生通过学完这些课程，具有参加执业兽医师考试，动物疫病防

治员、动物检验检疫员、家畜繁殖员、家畜饲养员、宠物美容师等职

业资格考试的专业基础，有利学生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

2.企业真实岗位学徒、课程基于典型工作过程而设计。

学徒初阶、学徒进阶、学徒升阶三次企业学徒，总时间达 50周。

更好地体现了“双主体”“双导师”“双身份”育人，以工作过程为导

向进行课程教学，做什么、教什么、学什么、考什么，培养的人才具

有更好的岗位适应性。

3.个性化育人，注重创新创业教育、全面发展。

通过开设计专业群通用能力课程、创业创新课程、岗位能力课程、

专业拓展课程等模块，满足学生成长的个性化需求，达到国家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