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检疫技术课程教学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动物检疫技术是动物防疫与检疫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

通过学习动物检疫基础知识、动物检疫基本技术、动物疫病检疫、动

物生产与流通环节的检疫等内容，掌握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的程序和检疫

后的处理方法，掌握法定动物疫病的检疫鉴别要点，具备动物检疫检验工

作岗位所必需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完成动物活体检疫、畜禽

屠宰检疫以及法定动物疫病的处理。

课程以动物解剖生理、动物微生物与免疫基础和动物病理等课程的理

论和技能为基础，集兽医临床诊疗技术、动物传染病诊断技术、动物寄生

虫病诊断技术等多方面知识和技能于一体，并与动物性产品检疫检验、兽

医法律法规与行政执法等课程相互联系、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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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二）知识目标

1．了解动物检疫的意义、作用和特点；

2．熟悉动物检疫的范围、分类和对象；



3．掌握常见动物疫病的临诊检疫要点；

4．掌握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的程序与方法；

5．掌握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后的处理方法；

6．了解进出境动物、动物产品检疫的知识与内容。

（三）能力目标

1．能进行检疫样品采集；

2．能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

3．能进行动物的群体检疫和个体检疫；

4．能正确填写各种检疫证明和加施检疫验讫标志；

5．能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的要求，处理

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

6．能按照动物产地检疫规程的要求，实施产地检疫；

7．能按照动物屠宰检疫规程的要求，实施畜禽屠宰检疫；

8．能进行道路动物检疫监督、市场肉类检疫监督。

三、参考学时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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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检

疫的认

知

1.掌握动物检疫的概念、意义、作用和特点；

2.掌握动物检疫的范围、分类和对象；

3.掌握动物检疫的实施程序和处理方法；

4.了解动物检疫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5.掌握动物检疫机构和官方兽医制度。

通过多媒体手段展示动物检

疫案例、动物检疫过程，体会

动物检疫的范围、分类、法定

对象、检疫机构和人员。

2

2
动物检

疫的方

1.掌握动物群体检疫的方法及内容；

2.掌握动物个体检疫的方法及内容；

1.课前安排学生通过资源库、

共享课等平台资源预习动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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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3.掌握猪、牛、羊、禽、兔的临诊检疫特点；

4.掌握动物尸体剖检的方法；

5.掌握检疫样品的采集方法和实验检测方

法。

群体检疫、个体检疫、尸体剖

检、样品采集和实验检测方

法；

2.通过实训，边学边做完成

猪、牛、羊、禽、兔等动物的

群体检疫、个体检疫及血液样

品采集。

3

常见动

物疫病

的检疫

1.掌握口蹄疫、狂犬病、结核病、布鲁氏菌

病、炭疽、非洲猪瘟、猪瘟、高致病性猪蓝

耳病、猪旋毛虫病、猪囊尾蚴病、高致病性

禽流感、鸡新城疫、鸡白痢、小反刍兽疫、

绵羊痘和山羊痘、兔病毒性出血症的检疫要

点和检疫后的处理方法；

2.理解伪狂犬病、猪丹毒、猪链球菌病、蓝

舌病、牛病毒性腹泻/黏膜病、棘球蚴病、

马立克病、鸭瘟的检疫要点和检疫后的处理

方法；

3.了解猪细小病毒病、猪圆环病毒病、猪传

染性萎缩性鼻炎、副猪嗜血杆菌病、牛传染

性鼻气管炎、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传染性

喉气管炎、小鹅瘟的检疫要点和检疫后的处

理方法；

4.能按照动物结核病检疫技术规范，应用变

态反应试验进行牛结核病检疫；

5.能按照动物布鲁氏菌病检疫技术规范，应

用虎红平板凝集试验和间接酶联免疫吸附

实验进行羊布鲁菌病检疫；

6.能按照猪旋毛虫病检疫技术规范，应用肌

肉压片法进行猪旋毛虫病检疫；

7.能按照鸡白痢检疫技术规范，应用全血平

板凝集试验进行鸡白痢检疫。

1.利用多媒体导入常见动物

疫病的案例或创设疫病发生

的情境，运用探究式、讨论式

等教学方法学习常见动物疫

病检疫的基本知识；

2.校内外实训基地进行奶牛

结核病、羊布鲁菌病、鸡白痢

等检疫。

8

4
产地检

疫

1.掌握动物及动物产品产地检疫的实施程

序；

2.能依据动物产地检疫规程，提供书面材

料，进行检疫申报与受理；

3.能依据动物产地检疫规程，现场对被检动

物进行群体检疫和个体检疫；

4.能依据产地检疫合格标准，进行检疫结果

处理。

1.利用多媒体导入产地检疫

的情境，运用探究式、讨论式

等教学方法学习产地检疫的

基本知识；

2.实训场进行产地检疫模拟

训练；

3.校外实训基地体验产地检

疫的实施。

6

5
屠宰检

疫

1.掌握动物屠宰检疫对象；

2.掌握宰前检疫、宰后检疫的基本方法和要

求；

1.利用多媒体导入屠宰检疫

的情境和案例，运用探究式、

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学习屠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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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宰前检疫、宰后检疫的实施程序和内

容；

4.能依据各种动物屠宰检疫规程，实施动物

屠宰检疫；

5.能依据各种动物屠宰检疫合格标准，进行

检疫结果处理。

检疫的基本知识；

2.校外实训基地体验屠宰检

疫的实施。

6

动物及

动物产

品检疫

监督

1.掌握运输检疫监督的程序和内容；

2.掌握市场检疫监督的程序和内容；

3.能依据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实施检疫监

督。

1.利用多媒体导入动物及动

物产品检疫监督的情境和案

例，运用探究式、讨论式等教

学方法学习动物及动物产品

检疫监督的基本知识；

2.实训场进行动物及动物产

品检疫监督的模拟训练。

2

7

动物及

动物产

品进出

境检疫

1.了解进境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程序与处

理；

2.了解出境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程序与处

理；

3.了解过境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程序与处

理。

通过多媒体展示进出境检疫

的重要性和实施过程。
2

六、教学建议

（一）教学方法

1．立足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融“做学

教”为一体，坚持做中学、做中教，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2．采用项目教学方式，通过项目引导、任务驱动，学生边做边学，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机。此外，还可采用案例教学、情境教学、

现场教学、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

3．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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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学效果。



（二）评价方法

实施多元化考核方法，过程考核、期中考核、期末考核和奖励加分相

结合。建议构建基于大数据的智能评价环境，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教学过

程监测，进行课程教学效果的过程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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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选编

1．教材要按照课程教学标准要求编写，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和省部

级规划教材。

2．教材编写要立足新旧动能转换，服务现代畜牧业发展需求，坚持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将疫病防控和检疫检验的新标准、新技术、新工艺、

新规范及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纳入教材内容。

3．教材要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要编写可视化、动态化、立体化、

交互式，适用于线上线下、移动泛在学习的新形态、新模式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