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流行病调查技术课程教学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动物流行病调查技术是动物防疫与检疫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 

通过学习动物流行病学基本概念、动物疫病的传播及防控、动物流行病

调查技术、流行病学调查技术应用等内容，提高学习动物流行病的兴趣，培

养宏观的、辩证的、基于实证调查的、符合统计和实践要求的思维方式；掌

握动物流行病学重要概念、重要方法、重要原理，能独立设计流行病调查方

案、开展动物流行病调查，正确分析动物疫病流行历史、现状、发展趋势、

危害程度、发病原因，分析调查数据并撰写动物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课程以动物微生物与免疫基础、动物病理、兽医临床诊疗技术等课程的

理论和技能为基础，并为学习动物防疫技术、动物检疫技术、动物疫病检测

技术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素质目标 

1．具有爱岗敬业的职业素养； 

2．具有生物安全意识； 

3．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4．具有科学辩证观、科学思维和科学家精神； 

5．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二）知识目标 

1．掌握动物流行病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2．掌握动物疫病的主要特征、度量指标、流行强度和三间分布描述； 

3．掌握动物疫病的传播与防控； 



4．掌握动物流行病学调查的概念、种类、信息采集、方案设计、调查

问卷编制、资料整理分析与调查报告的撰写； 

5．掌握紧急流行病学调查等重要的流行病学调查、分子流行病学、动

物疫情预测、风险分析和预警、动物疫病的预防与控制。 

（三）能力目标 

1．能选取适当方法，采集流行病学调查信息； 

2．能按照设计步骤，设计流行病学调查方案； 

3. 能按照步骤，编制流行病学调查问卷； 

4. 能利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的整理分析； 

5. 能遵循动物疫病发生、传播和流行的规律，开展常见动物疫病的流

行病学调查； 

6. 能撰写动物流行病调查报告，提出针对性地综合防控措施。  

三、参考学时 

建议 64 学时。 

四、课程学分 

4 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 

号 

教学 

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1 

动物流

行病学

基本概

念 

1.掌握动物流行病学的定

义、发展史和分支学科； 

2.掌握动物流行病学的用

途； 

3.掌握动物流行病学调查

的基本原理和因果关系； 

4.掌握动物流行病学的研

究内容； 

5.掌握动物流行病学的研

究方法。 

1.利用多媒体课件、动画、视频等形式展示动

物流行病学的研究案例，体会流行病学的发展、

用途、基本原理，引导学生学习动物流行学的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2.校内外实训基地现场学习，引导学生了解常

见畜禽动物疫病的流行病学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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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 

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2 

动物疫

病的描

述 

1.了解动物疫病的主要特

征； 

2.掌握疫病发生的度量指

标； 

3.掌握动物疫病的流行强

度； 

4.掌握动物疫病的三间分

布特征。 

1.利用多媒体导入常见动物疫病的案例或创设

案例发生的情境，运用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

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学习动物疫病的主要特

征； 

2.依据动物疫病发生和流行的一般规律，运用

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学习动

物疫病发生的度量指标、流行强度、三间分布

特征等知识点； 

3.校内外实训基地进行畜禽养殖场常见动物疫

病的发病率、病死率、三间分布特征等调查； 

4.通过电话询问、调查问卷（纸质版和电子版）

等形式，引导学生了解动物疫病的特征和流行

规律。 

8 

3 

动物疫

病的传

播及防

控 

1.掌握传染源、传播途径、

易感宿主在动物疫病传播

中的重要作用。 

2.了解动物疫病类别。 

3.掌握常见动物疫病的防

治原则和防控措施。  

1.教学平台自学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宿主

在动物疫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2.利用多媒体课件、视频等形式导入案例或创

设情境，运用探究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引导

学生进行动物疫病类别、常见动物疫病的防治

原则和防控措施的学习； 

3.校内外实训基地进行畜禽养殖场消毒、免疫

接种、药物预防、杀虫灭鼠、隔离等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引导学生进一步学习动物疫病的传播

与防控知识。 

6 

4 

动物流

行病调

查技术 

1.掌握流行病学调查的概

念、意义、分类、特点及与

其他流行病学工作的关

系； 

2.掌握流行病学调查的种

类； 

3.掌握流行病学调查信息

的采集； 

4.掌握流行病学调查方案

的设计； 

5.掌握流行病学调查问卷

的编制； 

6.掌握流行病学调查资料

的整理分析； 

7.掌握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的撰写。 

1.教学平台自学流行病学调查的概念、意义、

分类、特点及与其他流行病学工作的关系； 

2.利用多媒体课件、视频等形式导入案例或创

设情境，运用探究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引导

学生体会流行病学调查的具体种类； 

3.利用多媒体导入动物流行病调查的情境和案

例，运用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参与式等教

学方法，引导学生学习调查信息的采集、调查

方案的设计、调查问卷的编制、调查资料的整

理分析、调查报告的撰写。 

4.邀请行业或企业专家提供典型动物流行病学

调查案例进行线上教学和答疑。 

5.校内外实训基地进行常见动物疫病的病原学

或血清学流行病调查。 

30 

5 

流行病

学调查

技术应

用 

1.掌握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等几种重要的流行病学调

查； 

2.了解分子流行病学； 

1.教学平台自学分子流行病学、动物疫情预测、

风险分析和预警； 

2.利用多媒体课件、视频等形式导入案例或创

设情境，运用探究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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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 

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3.了解动物疫情预测、风

险分析和预警； 

4.掌握动物疫病的预防与

防控措施。 

学生掌握紧急流行病学调查等几种重要的流行

病学调查技术； 

3.利用所学的动物流行病调查技术，在校内外

实训基地进行常见动物疫病的病原学与血清学

流行病学调查，服务生产实践。 

4.邀请行业或企业专家提供典型动物流行病学

调查技术应用案例进行线上教学和答疑。 

 

六、教学建议 

（一）教学方法 

1．针对不同教学内容，采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

教学等不同的教学方式，并引入行业或企业专家提供典型动物流行病调查

技术应用案例进行线上教学和答疑，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 

2.在教学活动中，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不同的教学

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3．利用现代教育技术，配合多媒体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资源、仿真

模拟软件等手段，推广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理实一体教学等新型教学模

式，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有机融合，把素质、知识与技能教育贯穿整个教学

过程，提高教学效果。 

（二）评价方法 

坚持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学生自评、学生互评、

教师点评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从素质、知识、能力三个维度实施多元化考

核评价。加大过程考核、实践技能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注重对

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测、评价及反馈。 

（三）教学条件 

1．加强专业教学资源库、在线开放精品课程、虚拟仿真等教学资源的

管理平台建设，升级信息化教学设施，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



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 

2．加强校内实验实训条件和理实一体化教室建设，满足学生实验实训、

职业技能鉴定需要，实现“做中学，学中做”教学模式，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3．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充分利用行业、企业资源，推广项目式

教学，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四）教材选编 

1．教材按照课程教学标准要求编写或选用教材，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

材和省部级规划教材。 

2.教材的编写需符合教学指导方案中课程标准的要求，同时引入典型

生产案例，随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情况及时动态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