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防疫技术》课程教学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动物防疫技术是动物防疫与检疫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 

通过学习动物疫情调查、动物疫病防控、重大动物疫情的处置等内容，

掌握动物防疫的基本知识，能完成动物疫情调查、养殖场安全防控、动物尸

体无害化处理等工作任务。学习本课程需要具有动物微生物与免疫基础、动

物病理、动物药理、动物传染病诊断技术、动物寄生虫病诊断技术等课程的

相关知识，通过学习为后续岗位实习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素质目标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道德品质和法律意识； 

2．具有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3．具有生物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 

4．具有创新创业的开拓精神； 

5．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6．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终身学习意识。 

（二）知识目标 

1．掌握动物疫病发生的条件和流行过程； 

2．掌握动物疫病流行过程的三个基本环节； 

3．掌握动物疫情上报的要求； 

4．理解染疫动物尸体处理的方法。 

（三）能力目标 

1．能根据国家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制定疫情调查方案



并实施调查； 

2．能针对不同消毒对象，制定合理的消毒方案并实施； 

3．能针对养殖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免疫程序并实施； 

4．能按照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要求，申请、核发动物防疫条件合

格证； 

5．能按照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规定，进行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处

理工作； 

6．能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的要求，处理病死及病

害动物和相关动物产品。 

三、参考学时 

32 学时。 

四、课程学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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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疫

情调查 

1.掌握动物疫病、感染、疫源地、潜伏期、

传染源、病原携带者、水平传播、垂直传

播的概念； 

2.掌握动物疫病发展的四个阶段； 

3.掌握动物疫病流行的三个基本环节； 

4.了解影响疫病流行的因素； 

5.掌握疫病调查分析的方法； 

6.能制定疫情调查方案并实施调查。 

1.利用多媒体课件、视频等形

式设置动物疫病发生和流行

的问题情境和案例，运用探究

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学习动

物疫情调查的基本知识； 

2.校内外实训基地进行动物

疫情调查。 

8 

2 

动物疫

病的防

控 

1.掌握消毒、杀虫、灭鼠的目的和方法； 

2.掌握养殖场粪污处理的方法； 

3.掌握影响免疫效果的因素； 

4.理解动物疫病可追溯管理体系； 

5.能针对不同消毒对象，制定合理的消毒

方案并实施； 

6.能根据消毒与灭菌效果的评价方法与标

准，制定养殖场消毒效果检验的方案并实

1.利用视频、动画、虚拟仿真

等形式导入案例或创设情境，

运用探究式、讨论式等教学方

法学习消毒、杀虫、灭鼠、养

殖场粪污处理、免疫接种、药

物预防等动物疫病防制的基

本知识； 

2.实训场进行消毒、杀虫、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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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 

7.能针对养殖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免疫程

序并实施； 

8.能根据兽用疫苗冷链建设技术与管理规

范，制定疫苗保存和运输的方案并实施； 

9.能依据兽药管理条例，正确选择药物，

制定药物预防方案并实施； 

10.能根据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

加施畜禽标识和填写养殖档案。 

鼠、免疫接种、药物预防等基

本技能训练； 

3.校内外实训基地进行畜禽

养殖场消毒、杀虫、灭鼠、粪

污处理、免疫接种、药物预防

等动物疫病防制工作。 

3 

重大动

物疫情

的处置 

1.掌握疫情上报的时限、形式和要求； 

2.理解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 

3.掌握隔离的意义和方法； 

4.掌握封锁的对象、原则和解除封锁的条

件； 

5.理解封锁区的划分和封锁实施措施； 

6.理解染疫动物尸体的无害化处理方法； 

7.理解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内容； 

8.能依据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

规范，制定掩埋法处理动物尸体及相关动

物产品的方案并实施。 

1.利用视频、动画、虚拟仿真

等形式导入案例或创设情境，

运用探究式、讨论式等教学方

法学习隔离、封锁、动物尸体

无害处处理等重大动物疫情

处置的基本知识； 

2.实训场进行隔离、封锁、尸

体无害化处理等基本技能模

拟训练。 

6 

4 

染疫动

物尸体

处理 

1.掌握染疫动物尸体处理； 

2.能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

规范制定方案并实施。 

 

 

1.利用视频、动画、虚拟仿真

等形式导入案例或创设情境，

运用探究式、讨论式等教学方

法学习染疫动物尸体处理的

基本知识； 

2.实训场进行尸体掩埋处理； 

3.校内外实训基地观摩染疫

动物尸体处理。 

4 

 

六、教学建议 

（一）教学方法 

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利用校内、外教

学实训基地，按照相应职业岗位动物防疫的能力要求，强化理论实践一体化，

突出“做中学、做中教”的职业教育教学特色，提倡项目教学、案例教学、

模块化教学、情境教学等教学方式，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

教学方法，推广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理实一体教学等教学模式，将学生



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教师引导教学有机结合，优化教学过程，提升学习

效率。将安全教育、社会责任、绿色环保等素质教育内容贯穿于专业课程教

学过程中。 

积极构建“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大格局，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三全育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技能培养的有机统一，强化专业课

教师立德树人意识，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梳理课程

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发挥专业课程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推动专

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紧密结合、同向同行。 

（二）评价方法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学

习评价体现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注意吸收行业和企业

参与。注重校内评价与校外评价相结合，职业技能鉴定与学业考核相结合，

教师评价、学生互评与自我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结合。 

理论考核 采取平时评价和理论考试综合评价的方式。平时评价占 50%，

可通过课堂表现评价、作业与笔记评价、学习效果课堂展示网络教学平台学

习轨迹测评等多元化方式；理论考试占 50%，可安排在期中、期末，根据课

程内容可采取网上测评或笔试两种形式。 

技能考核 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结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过程性

评价要根据学生在操作过程中的综合表现，如操作规范性、生物安全意识、

环境保护意识、爱护设施、节约资源等多方面，通过自我评价、学生互评、

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结合最终结果进行综合考核与评价。课程技能考核

内容应以动物疫病防治员、动物检疫检验员国家职业标准为参考,考核标准

可以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动物疫病防治员、动物检疫检验员竞赛技

术要求和评分标准为依据。 



（三）教学条件 

1．充分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借助虚拟仿真、视频和动画资源，增强

教学直观性和灵活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2．加强教学资源库和在线开放精品课程建设，利用云教学等现代化教

学手段，满足学生时时处处能学的需要。 

3．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满足学生实训和获取职业等级证书的需

要。 

（四）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按照国家规定并结合地方现代畜牧业发展选用优质教材，教材选用由

专业教师、行业企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共同参与,按照规范程序，严格选用

国家规划教材、省部规划教材和地方规划教材，选用体现新技术、新工艺、

新规范的高质量教材。同时，积极开发针对性强的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校本

教学资源。坚决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 

2.图书资料配备 

相关图书文献配备，应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

方便师生查询、借阅，且定期更新。主要包括:中国畜牧兽医年鉴、畜牧兽

医法律法规汇编、动物防疫法等技术类和案例类图书，以及中国预防兽医学

报、中国动物传染病学报、中国畜牧兽医等专业学术期刊。 

3.数字资源配备 

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新要求，结合专业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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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使用优质多

媒体教学课件、教学视频、工作情景录像、虚拟仿真软件网络课程等教学资

源，充分利用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在线开放课程、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等教学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信息化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

高学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