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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tandard American veterinary assistant admittance system and veterinary assistant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s, curriculu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Basic Veterinary The-
rapeutic Technology were carried out in this study under internat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Dom-
inated by professional abilities, fragmented knowledge and skills were reorganized, sorted and 
designed to form a complete “Basic Veterinary Therapeutic Technology” teaching contents. Based 
on the teaching mode of “teaching-learning-operating-using” to organize teaching, the interna-
tional course that emphasized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was de-
signed and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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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标美国兽医师助理行业准入制和兽医师助理职业能力标准，本研究对国际化教学标准下的《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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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治疗技术》课程进行开发和设计。以职业能力为主导，本研究将碎片化的知识点和技术进行整理、

排序和设计，形成完整的《兽医基础治疗技术》教学内容，并按“教–学–做–用”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组织教学，开发与设计出突出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的国际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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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开发背景 

随着动物医学专业国际化教学标准试点的实施，与之相应的课程开发也迫在眉睫。在整个教学体系

中，课程建设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1]，因此，要想高质量的完成动物医学专业国际化教学标准的

实施工作，就必须进行相关专业课程的开发建设。动物医学专业国际化教学标准的最大特色是打乱了传

统的课程体系，依据动物医学临床岗位要求和学生专业职业能力发展需求而设计新的教学模块体系，《兽

医基础治疗技术》就是其中核心课程之一。 
《兽医基础治疗技术》课程的设计理念是参照美国兽医师助理行业准入制度和兽医师助理职业能力

标准，结合上海地区和国内小动物医学行业发展现状，遵循学生学习认知规律，突破传统的讲授型教学

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以“教–学–做–用”一体化为宗旨的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

课程突出职业能力、职业素养的培养，体现国际标准课程职业能力培养的职业性、实用性、前瞻性。 
《兽医基础治疗技术》课程的学习是以实践操作为主，根本教学理念是：先教会学生如何实际操作，

让学生在实操中发现自己欠缺的专业知识，然后倒逼学生深入学习相关专业知识[2]。其目的是通过学习

本课程建立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成就感，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 

2. 课程设计与开发 

课程设计是参照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涅的课程设计方法来进行整体课程框架的架构。课程设计时，

即遵循了人的认知规律，又考虑了知识和技能的有点到面、有简单到复杂的逻辑递进关系[3]。《兽医基

础治疗技术》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由浅到深，有简单向复杂的高难度的操作的递进学习过程。所以，《兽

医基础治疗技术》课程就是对原来分散的知识和技能按照职业能力需求进行了有机的融合与排序。 

2.1. 课程职业能力设计 

2.1.1. 比对与调研 
因为动物医学专业国际化教学标准是依据美国兽医师助理行业准入机制和兽医师助理职业能力标准

为参照标准进行制定的，所以，首先对美国的兽医师助理职业能力标准进行详细的解析，然后再结合我

们对上海 15 家宠物医院所需兽医临床助理职业能力的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归纳与整理，并将二者进行比

对与融合，制定出一个初步的课程职业能力培养方案，提交给一个有外籍行业专家和国内的行业专家组

成的专家组进行讨论，经过优化与完善，最终确定本门课程所需培养的具体职业能力。 

2.1.2. 学情分析 
本门课程是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开设的，学生学习时基本没有专业基础。再者，学生的年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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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础相对较差，因此，他们对理论知识的接受能力、分析能力、思维能力偏低。若在课程内容实施

时，理论知识讲授太深，易导致学生学不懂而放弃课程的学习。但中高职贯通学生也普遍具有好奇心强，

活泼好动，喜欢动手的优点。针对以上特点，在课程设计中突出实践操作为主，理论教学服务于实践操

作，适用、够用即可的教学思路。强化实践操作能力，让他们具有掌握专业技术后的获得感、自豪感，

成就感。充分发掘他们的学习潜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2.1.3. 制定培养目标 
《兽医基础治疗技术》课程在学习过程中，不但要求学生学会和掌握兽医的专门技术和职业能力，

而且还要培养学生的动物福利意识。所以，在培养目标的制定时包含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三

个方面。详见图 1。 
 

 
Figure 1. Course training objectives 
图 1. 课程培养目标 

2.2. 教学内容设计 

《兽医基础治疗技术》课程是一个崭新的教学模块，没有可供参考的出版书籍，也没有可供借鉴的

内容范围。所以，在课程内容的选取上，主要参照美国的兽医师助理职业能力标准，并根据学生的认知

规律、小动物临床诊疗的职业技能现状和未来职业能力发展的需求四个方面着手。将碎片化的知识点和

技术，进行整理、排序和设计，形成完整的《基础治疗技术》教学内容，共包括药物治疗技术、输液治

疗技术、对症治疗技术和急救技术 4 个部分 31 个具体的职业技能。具体见图 2。 

2.3. 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实施 

结合本课程操作性强的特点，本着以“教–学–做–用”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工作，形成做

中学、学中做、以做促学的教学方法。在学生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专业技术操作要求规范，灌输尊重动

物，关爱生命的动物福利理念，突出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于此，每个职业技能教学项目均

实行三步法进行教学，即知识点讲解、模型训练和活体实操三个步骤，在教学过程中确保每位同学均能

掌握所学技能。详见图 3。 

2.3.1. 模型训练 
授课老师详细讲解知识点和操作要点，并在动物模型上进行示范操作，多次强调操作过程中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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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urse content architecture of basic veterinary therapeutic technology 
图 2. 《兽医基础治疗技术》课程内容架构图 

 

 
Figure 3. Flow chart of teaching mode 
图 3. 课程教学模式流程 

 

和环节。然后，每位同学在动物模型上进行操作练习，针对在同学们练习中出现的不当之处或错误的地

方，教师适时指正。只有当学生在模型上操作考核通过后，方可在活体动物上进行动物实体操作训练。

教师对学生在动物模型上的操作进行逐一考核，若考核不通过，则继续在动物模型上进行操作训练，直

到考核通过为止。这样做的目的是训练同学们的职业意识和操作手感，减轻对活体动物的伤害，培养同

学们尊重动物，关爱生命的动物福利意识和理念。 

2.3.2. 活体动物实操 
同学们经过在动物模型上实操训练后，已对所学技能的整体操作流程较为熟悉，操作能力也有较大

幅度的提高，这时再在活体动物上进行实体操作就比较容易进行。活体动物实操训练是分组进行的，每

组 5 名学生。在此阶段的学习，除了训练他们的专业技能外，还要培养他们之间的协同工作、生物安全

意识、动物福利意识等职业素养。整个操作过程均是按照动物医院的真实情景下进行的，做到与今后的

工作环境零差距。具体操作要求与动物模型训练是一致的，确保每位同学均能掌握该项技能。并对做的

好的同学给表扬和成果展示(图 4)，对操作不理想者进行帮助。具体实施模式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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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tudent achievement presentation 
图 4. 学生成果展示 

 

 
Figure 5. Flow chart of live animal exercises 
图 5. 活体动物实操流程图 

2.4. 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课程考核采用全程多元化综合评价机制，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实用性。具体评价见表 1。 
 
Table 1. Diversified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表 1. 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 

项目 分值 教师 组内 组间 自评 总评 

理论知识点 20     

 

专业技能 

物品准备 10 

60 

    

部位选择 10     

消毒 10     

操作过程 20     

工作台清理 10     

职业素养 20     

合计 100     

权重 0.7 0.1 0.1 0.1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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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多元化的评价主体 
考核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促进学生潜能、个性、创造性地发挥，使每个学生具有自信心

和持续发展的能力[4]。由于不同的评价主体评价的侧重点不同，因此，本课程要建立起有任课教师、组

内评价、小组互评和自我评价四维一体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见表 1。组内评价有小组长负责，主要

评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组员协同工作能力、责任心等职业素养；自我评价主要是自己对自己的表现进

行评价；小组互评是小组与小组之间的评价；任课教师评价则是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评价，包括物品

准备、技能操作熟练程度、动物护理以及工作台清理等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的评价。多元化评价体系从

单一的考核变成由教师、组内成员和学生共同参与的互交活动，促进教师与学生、学生小组内部和学生

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促进评价主体的共同发展。评价形式也由过去的“一卷定乾坤”转化为整体性、过

程性、发展性的评价体系。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充分体现了教学评价促进人人发展的理念。 

2.4.2. 项目过关制的评价方法 
本课程的评价方式实行项目过关制。即对每个技能项目均进行考核，最后进行综合评价。如当堂考

核不及格者，延续至下次实训课期间继续考核，直至通过为止。只有当全部技能项目均达到合格时才给

与通过。同时，对于操作优秀者给与一定表扬，并在班级群内给与成果展示。 

2.4.3. 评价内容的全面化 
在课程的综合评价因素考察方面，本课程的考察主要包括学生对知识点的学习情况，职业技能操作

熟练程度，团队协作、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以及学生的临床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因素。力求使评价

内容全面而准确。 

3. 反思与启示 

3.1. 创新课程教学内容，突出小动物临床治疗技能 

《兽医基础治疗技术》是一门将碎片化的专业技能根据临床治疗需要而有机融合为一体的实践操作

性课程。教学测重基本治疗技能训练，边做边学、以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为主要目的实用性课程，主

要讲述宠物医学临床治疗中常用的一些技术方法，特别是为宠物医学临床治疗和日后从事宠物临床医学

工作打下坚实专业基础。经过 2 届学生学习与反馈，这次课程改革所取的成果远远好于预期。在课程的

学习过程中，同学们看到自己能从事各种动物治疗技术操作，表现出的喜悦感与自豪感，大大增强了同

学们的自信心和专业学习的兴趣。 

3.2.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教–学–做–用”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兽医基础治疗技术》课程教学采取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教–学–做–用”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仿真的动物模型和活体动物实训条件，与市场同步的附属动物实训教学医

院等场所进行教学，做到专业训练与真实临床情景零距离。如在犬输血技能训练学习中，动物实训教学

医院即是课堂，又是真实的工作环境，“教–学–做–用”就融合在这个真实工作环境中一气呵成，真

正做到做中学，学中用。当看到同学们成功给犬进行输血后，并获得了主人的认可与好评。授课教师深

刻体会到对于职业教育而言，真实场景技能训练是多么重要。 

3.3. 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动物福利意识 

职业素养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核心思想包括职业信念、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

行为习惯。在平时的职业技能训练过程中，注重树立同学们的正确的职业心态和职业价值观，让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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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具有掌握职业技能所带来的成就感，更让他们把执行严格的职业流程作为一种工作习惯。 
动物福利就是让动物在健康快乐的状态下生存。兽医师助理工作的对象就是照护动物。要想在工作

中要想给患病动物提供一个康乐的生存状态，就要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自身的道德修养；用心学

习，严格按照操作流程作业，只有在动物模型训练考核通过后才可使用活体动物训练，尽量减少活体动

物操作训练次数，这样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动物福利意识。 
通过 2 年教学实践的反思与总结，发现课程设计虽然显著提高了学生学习专业技能的兴趣和成就感，

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了一定的困惑。比如，这门课程是安排

在第二学期开始进行学习的，所以，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非常欠缺，这样在本课程的教学时就需要拿出

一定的时间进行必备知识的补充讲解。另外，由于课程的教学是以技能操作为主进行的，所以，在授课

时，需要配备至少 2 名专业技术实验员辅助教师进行指导，这样给本来就紧张的实验人员带来了很大的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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