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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猪生产课程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按照“模拟猪场为载体，异常问题为主线”的设计思路，从养猪企业调研、整合课程内容、改革
教学方法、完善考核方案等方面对该课程教学设计进行了改革。
关键词　 猪生产课程；模拟猪场；异常问题；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　 Ｓ－０１；Ｇ７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５１７－６６１１（２０１８）１８－０２２９－０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ｉ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ｌｉ，ＪＩＡＮＧ Ｃｈｕｎ⁃ｙａｎ　 （Ｊｉｎｈｕａ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Ｊｉｎｈｕ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３２０１１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ｉｇ ｆａｒｍ 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ａｎｄ ａｂ⁃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ｓ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ｐｉｇ⁃ｒａｉｓ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ｓ，ｅｔ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ｉ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ｉｇ ｆａｒｍ；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作者简介　 王燕丽（１９６６—），女，浙江东阳人，教授，从事猪的遗传育种
和繁殖生产研究。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３－１５

　 　 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实

用技术、良好的职业素质，能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一

线需要的高技能应用性人才。 而特定的培养目标需要特定

的培养模式，包括内容选取、教学手段、教学条件、考核方式

等。 传统的高校教学设计相对于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有

缺陷的，如对知识缺乏整体感，缺乏实际工程项目的开发体

验［１］，课程教学效果的考核方法停留在理论考试层面或限于

零散、机械的技能操作层面等。 这些缺陷将严重影响高职院

校的教学效果，从而偏离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 因此，探索

更有利于促进教学效果的课程设计是高职院校教学改革创

新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国猪肉产量约占世界猪肉总产量的 ５０％，养猪业在整

个畜牧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猪生产课程已成为高职

畜牧兽医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是畜禽养殖、家畜繁

殖等技能证书考证的基础内容之一。 在机械化、智能化、集
约化、专业化程度相当高的现今养猪业，养猪过程中可能会

发生许多异常情况，需要及时发现并解决它们。 因此，高职

院校猪生产课堂教学绝不是只教会学生死记硬背或简单地

重复操作，而是要教会学生 “学会思想”和“生成智慧” ［２］。
教师要因地制宜做好课程教学设计，避免理论与实际脱节、
课堂与生产脱离。 笔者根据猪生产过程的实际情况，按照

“模拟猪场为载体，异常问题为主线”的设计思路，从养殖企

业调研、整合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完善考核方案等方面

对该课程的教学设计进行了改革。
１　 做好企业调研，使课程对接生产

猪生产课程教学设计的前期工作是对相关企业开展调

研。 因为这类课程的教学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知识，而且

要掌握设计与操作的技能，属于典型的复杂学习（ｃｏｍｐｌｅｘ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当代国际著名教学设计理论家范梅里恩伯尔认

为，复杂学习是一种综合学习，总是涉及达成多种学习目标，
不能依赖于孤立的情境，需要在实际的任务情境中灵活运用

零散的知能，即对不同的知能进行协调与综合，表现出整体

大于部分之和的特点［３－４］。
企业调查要做到全面、细致且有针对性。 在实际生产

中，猪场有很多类型，如按猪的用途划分为种猪场、肉猪场；
按种猪的来源划分为外来品种猪场、地方品种猪场；按猪的

基因纯度划分为纯种猪生产场和杂交猪生产场；按猪场规模

划分为大规模猪场、中规模猪场和小规模猪场。 不同类型猪

场的工作重点和核心技能不同，而高校毕业生是面向所有企

业的，因此在企业调研时对调查企业的样本选择要有代表

性，要覆盖不同类型的养殖场，而且调研工作应避免走过场，
可以以座谈会的形式，采用头脑风暴法，让企业技术人员畅

所欲言，根据他们的工作内容、亲身经历和工作经验提出不

同类型的猪场技术人员应具备的理论知识、专业技能、社会

能力和方法能力。 这些调研结果是课程教学设计的前提和

基础。
２　 整合课程内容，让课程服务企业

在企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课程学习内容和需掌握的核

心技能。 在企业技术人员的参与下，对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

进行设计，体现高职院校课程源于企业、服务于企业的理念。
２．１　 整合各类猪场异常问题　 猪生产课程教学围绕的对象

是活猪。 一旦猪场建立并投入生产，就不能随意停止生产。
“加工程序”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也就是猪生产中的异常问

题，如空怀母猪该发情时不发情、母猪配种后该怀孕时不怀

孕、配种年龄的公猪没有性欲、公猪生产的精液没有精子或

精子活力低下、仔猪在母猪产道内不能正常娩出、断奶仔猪生

长发育不良、肉猪栏舍卫生状况不良、同一栏的猪不能“和睦相

处”而相互咬耳咬尾等。 这些问题如果未得到及时解决，轻则

影响生产效率，重则终止生产。 在实际生产中，分析和解决这

些异常情况的能力远比其他简单的饲喂技术更加重要。 因此，
在选取课程内容时，应将生产各阶段的异常问题作为主线，将
所有的知识与技能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系统的、有层次的教学

资料包，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培养其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兼顾学生就业后岗位

提升与发展的需要，更体现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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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课程内容紧跟企业发展　 我国养猪业发展迅速，新观

念、新设备和新工艺层出不穷，因此猪生产课程的教学内容

也应根据行业的发展及时调整。 例如，目前在“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指导下，行业企业越来越重视污水

处理，重视猪场规划设计，重视无污染生产，许多老旧猪场开

始向“美丽牧场”转型升级，猪场的工作重点和异常情况也会

改变，因此猪生产课程的教学内容也应随之改变；我国养猪

业已逐步普及电脑化和数字化管理，因此相关的教学内容也

应随之改变，用智能化数据采集与管理替代以往的手工数据

采集方法和纸质卡片化管理程序；对新生仔猪的管理，以前

仔猪出生后一定要剪乳牙、断尾，但目前生产上对此做法颇有

争议。 许多人认为不断尾就不存在伤口感染的机会，也不会明

显增加对母猪乳头的伤害，相反剪乳牙、断尾会给仔猪造成很

大的应激，也不符合动物福利，因此在教学内容上应增加剪乳

牙与否、断尾与否各自的优缺点，供学生思考。 总之，教学内容

的选取和整合应要体现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和先进性。
３　 改革教学方法，以模拟猪场为载体

模拟猪场教学法能让学生沉浸到一种真实环境中去感

受和体验养猪生产，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以模拟猪

场为载体的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理解能

力。 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进步（如因特网、云计算、数据挖掘

等）和软件的不断创新（如同步 ／异步的在线协同软件、多媒

体课件、虚拟现实软件、仿真实验等），极大地提高了通过不

同形式和途径来开展教学活动的能力［２］，保障了模拟猪场教

学法的有效应用。
目前市场上可供学生直接体验的数字模型很多，当然有

条件的也可由教师自主开发模型。 在学期初在每个学生的

个人电脑上安装该模型，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兴趣为其设计初

始猪场的性质和规模，并投入一定的模拟启动资金，跟随实

际教学进度，学生可在模拟猪场进行个性化饲养管理和生产

经营，教师也可随时在学生的模拟猪场内设置模拟的异常情

况，让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采用合理的解决方

法。 期末时，教师可根据学生在各自的模拟猪场内生产经营

情况做出合理评价。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可通过“模拟生

产”获得成就感，而且还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学

习的主动性。
４　 完善考核方案，发挥学生能动性

课程考核既是对学生学习的一种检验，也是对学生学习

过程的一种约束。 因此，合理完善的课程考核制度不仅能正

确评价教与学的效果，而且能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５－６］。 “模拟猪场为载体，异常问题为主线”的课程教学设

计有一套相应的课程考核方案。 该方案采用“过程＋问题＋
终结”三结合的多元化考核体系。
４．１　 过程考核　 过程考核占总课程总考核的 ３０％，由以下

内容组成：①课堂表现。 课堂表现占过程考核的 ４０％。 主要

考察学生的到课情况、学习态度和课堂纪律，注重考核课堂

上与教师的互动情况。 开学初，教师给每个学生一个相同的

基本分，从第一堂课开始部分学生的该项分数就会呈现动态

变化，教师根据每堂课内学生的实际表现在原有的分数上加

分或减分，生成新的考核分，以此类推，直至最后一堂课。 ②
实训动手。 实训动手占过程考核的 ４０％。 主要考察学生实

践技能的熟练程度、小组合作情况以及动手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还要考察实训报告的质量，其中小组合作情况由学生间

相互评价。 ③记分作业。 记分作业占过程考核的 ２０％。 主

要考察学生课后学习情况。 教师事先在课程网站的互动平

台中布置一些灵活性、开放性、实践性较强的题目，学生可从

中自选若干题，课后完成并在规定时间内网上递交。 在完成

作业过程中学生可以查阅资料，进行归纳总结，但严禁照搬

照抄，更不能相互抄袭。
４．２　 问题考核　 问题考核占课程总考核的 ３０％。 问题考核

可在平时进行，也可在期末进行，主要是为评估学生发现和

解决异常问题的能力。 教师设置一些内含异常问题的模拟

情境，让学生抽取其中 １～２ 个情境，根据学生临场能否发现

问题、分析出原因所在、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而酌情给分。
４．３　 终结性考核　 终结性考核是指学期结束时的笔试，占课

程总考核的 ４０％。 教师按考试大纲要求出 １０ 套试卷或试题

库，由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在教师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机抽取其

中一份进行闭卷考试。 另外，针对高职院校学生基础知识薄

弱、生活能力不强、学习能力较差的特点，如何让学生自觉、主
动上好每一堂课也是教学设计时应考虑的内容。 教师在开学

初就要告知学生该课程没有期末复习课，更不划考试重点，考
试内容遍布每一堂课，重点内容会在上课过程中着重强调。 因

此，学生必须要重视平时的课堂积累，不能随便旷课。
５　 结语

教学设计是连接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桥梁，课程教学

设计的质量总体体现了教师对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的理解和把握，是教师对教学内容达到懂、透、化的程度，
是教师主导作用的最充分体现［７－８］。 无论是整合异常问题还

是及时更新课程内容，又或者是设置模拟猪场和模拟情境，
都对教师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要上

好猪生产课程，教师可以利用节假日到猪场进行专业实践或

技术服务来弥补自身经验的不足，多与养猪专家交流，在教

学过程中与学生一起分析新形势下养猪业的前景，在潜移默

化中培养学生对猪生产课程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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