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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病理》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动物病理

课程代码：510301

学 分：4

学 时：72

授课对象：大专二年级学生

二、课程概述

课程性质：本门课程研究疾病的原因和条件，疾病过程中的代谢、形态和机能结构的变化以及

这些变化的发生机制的科学，是兽医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

课程任务：主要针对执业兽医岗位、畜禽疫病诊断岗位、兽药饲料售后技术服务岗位、动物检

疫检验岗位等岗位开设，主要任务是支撑学生在畜牧、兽医岗位的能力，培养学生兽医职业素养，

要求学生掌握疾病发生的原因、病理变化特点和对机体的影响，正确识别基本病理变化，能对疾病

的诊断做出正确的判断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课程衔接：在课程设置上，前导课程有动物解剖生理、动物微生物与免疫，后续课程有动物药

理与毒理、兽医临床、禽病学、猪病学、牛羊病学等课程。在专业课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就业岗位为动物疾病防治员，其核心能力为使学生掌握疾病发生的原

因、病理变化特点和对机体的影响；正确识别基本病理变化，对疾病的诊断做出正确的判断。通过

实训学会灵活应用所学知识，为后续课程的学习，为将来走上社会从事动物疾病防治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能力目标：通过动物病理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正确识别组织器官常见的眼观病理变化和病理

组织变化；能分析疾病状态下动物机能和代写的变化；能进行动物尸体剖解及病料采集、保存和运

送技术。

知识目标：掌握疾病的基本知识，疾病发生的一般机理和一般规律；掌握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水肿、脱水与酸中毒、细胞和组织的损伤与修复、缺氧、炎症、发热、黄疸、肿瘤的概念、引起原

因、病理变化特点和对机体的影响，了解其发生机理；掌握尸体剖检基本知识、尸体剖检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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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尸体送运及处理技术、病料采取及送检技术。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团结协作、

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培养学生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的能力；培养学生热爱动物医学事业，敬业爱

岗，勇于奉献的精神；培养学生适应各种环境、各种职业以及抵抗风险和挫折的良好心理素质。

四、课程设计

家畜病理分析是兽医科学中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它的任务是通

过研究疾病的原因、发病机理和患病机体内所呈现的代谢、机能和形态结构的变化，

来阐明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的基本规律，为疾病的诊断和防治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家畜病理学的教学过程中，实验课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学好本门学科基本理论，

认识典型病理变化和了解病理学研究基本方法的重要途径。而以往的教学往往都是以

理论为主，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根本适应不了当今畜牧兽医行业对人才的要求，针

对目前学生只会理论，实践能力较差的现象。该课程就是结合行业的岗位要求，把传

统的病理学学科课程模式转变为“家畜基本病理症状诊断”，“尸体剖检诊断”“实验

室病理诊断”等工作任务为中心组织课程内容。并让学生在完成疾病病理诊断过程中，

学会如何进行正确的动物尸体剖检，如何辨认疾病病理症状、如何利用实验室的各种

仪器进行病理诊断、如何通过对收集病理症状综合分析诊断疾病，真正做到专业要求

与行业要求一致、训练要求与岗位要求一致、教学内容与工作任务一致，充分体现工

学结合的高职教学理念。

该门课程根据畜牧兽医行业的工作岗位、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中所应具备的兽医

病理学知识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工作任务的方式进行项目模块教学，并从简单到

复杂，形成项目序列。

（一）课程内容设计

《动物病理》课程内容设计见表一。

表一 《动物病理》课程内容设计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目名称 理论课参考学时 实践课参考学时

1
项目一 疾病基

本知识

任务一 疾病的

基本知识

2

2

项目二 血液循

环阻碍

任务一 充血、出

血、贫血、血栓、

栓塞、梗死、贫

血的认识

6 4

3 项目三 水肿 任务一 水肿的 2 2



4

认识

4
项目四 脱水与

酸中毒

任务一 脱水与

酸中毒的认识

2

5
项目五细胞与组

织损伤

任务一 萎缩、变

性、坏死的认识

4 2

6
项目六 适应与

修复

任务一 代偿、修

复与适应的认识

2 2

7

项目七 缺氧 任务一 缺氧的

原因和类型的认

识

2

8
项目八 炎症 任务一 炎症的

认识

6 2

9
项目九 败血症 任务一 败血症

的认识

2

10
项目十 发热 任务一 发热的

认识

2

11
项目十一 休克 任务一 休克的

认识

2

12
项目十二 黄疸 任务一 黄疸的

认识

2

13
项目十三 肿瘤 任务一 肿瘤的

认识

2 2

14
项目十四 器官

病理

任务一 器官病

理的认识

6 2

16
项目十六 尸体

剖检诊断技术

任务一 尸体剖

检技术的学习

6 8

（二）课程项目整体设计

《动物病理》课程项目整体设计见表二。

表二 《动物病理》课程项目整体设计

编号
课程

项目名称

子项目编

号、名称

拟实现的

能力目标

相关

支撑知识

训练方式、

手段及步骤

结果（可展示）

及考核标准要点

1

项目一 疾

病基本知

识

任 务 一

疾 病 的

基 本 知

识

能正确描述

疾病发生的

原因及过程

和规律

疾 病 概

念、原因、

发生发展

过程及规

律

采取师生互动

的模式，首先

由教师针对要

讲解的重点主

题编写组织教

案进行讲解，

在课堂上随时

提问学生。

教师随堂提问学

生疾病的概念，

及其发病原因。

布置让学生课外

查阅资料准备讨

论稿下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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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程

项目名称

子项目编

号、名称

拟实现的

能力目标

相关

支撑知识

训练方式、

手段及步骤

结果（可展示）

及考核标准要点

7

项目七 缺

氧

任 务 一

缺 氧 的

原 因 和

类 型 的

认识

能准确描述

各种类型缺

氧原因和特

点

各种类型

的缺氧原

因、特点

通过多媒

体教学让学生

掌握缺氧的类

型和缺氧的原

因。

随堂考察学生对

缺氧的认识。布

置作业让学生查

阅资料学习下节

内容。

8

项目八 炎

症

任 务 一

炎 症 的

认识

认识各种炎

症的大体病

理标本及图

片

炎症的基

本病理变

化，各种

类型炎症

的区别

通过多媒

体教学让学生

了解白细胞渗

出过程；通过

切片让学生了

解各种炎性细

胞；通过观察

患有炎症的动

物让学生了解

炎症对机体的

影响。

随堂考察学生发

热 和 过 热 的 区

别，发热的临床

表现和特点。

9

项目九 败

血症
任 务 一

败 血 症

的认识

能认识常见

的败血症及

其分类

败血症的

概念、原

因、类型

和发病机

理

通过多媒

体教学让学生

认识败血症；

通过临床病例

分析能够对败

血症进行分类

随堂考察学生常

见 败 血 症 的 分

类。

10

项目十 发

热

任 务 一

发 热 的

认识

能正确描述

发热的原因、

机理、过程及

机体的变化

及进行正确

的处理

发 热 概

念、原因、

机理、过

程 及 类

型，发热

时机体的

变化及处

理原则

通过多媒

体教学让学生

了解发热；通

过向动物注射

过期伤寒疫苗

诱 发 动 物 发

热，让学生观

察发热的特点

随堂考察学生发

热 的 机 理 及 原

因。

11

项目十一

休克

任 务 一

休 克 的

认识

掌握常见的

休克的类型、

休克各期微

循环的特点，

动物的临床

表现及休克

发生的原因

休克的概

念、休克

的原因和

类型、过

程和机理

以及休克

时机体的

病理变化

通过多媒

体教学让学生

了解休克

同学们互相讨论

休克的发生类型

和过程及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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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程

项目名称

子项目编

号、名称

拟实现的

能力目标

相关

支撑知识

训练方式、

手段及步骤

结果（可展示）

及考核标准要点

12

项目十二

黄疸
任 务 一

黄 疸 的

认识

掌握三种类

型黄疸的发

生原因和病

理特征，了解

胆色素的正

常代谢

胆色素的

正 常 代

谢，三种

类型的黄

疸

通过多媒

体教学和案例

分析让学生了

解黄疸

给出案例让学生

随堂分析是哪种

类型的黄疸。

13

项目十三

肿瘤

任 务 一

肿 瘤 的

认识

能正确判断

良性与恶性

肿瘤

肿瘤的生

物 学 特

征、分类

与命名、

良性与恶

性肿瘤的

区别、肿

瘤的发病

原因、动

物常见肿

瘤

通过多媒

体教学和标本

观看让学生认

识肿瘤

随堂考察学生对

肿瘤标本的识别

14

项目十六

尸体剖检

诊断技术

任 务 一

尸 体 剖

检 技 术

的学习

掌握家禽、猪

的尸体剖检

技术；病料采

集及送检方

法

尸体剖检

的基本操

作技术；

病料采集

及送检方

法

通过教师

讲解和学生实

操学习尸体剖

检技术和病料

采集技术

现场考察学生的

动物尸体剖检技

术以及病料采集

的技术。

（三）课程授课计划表（以 2节课为最小单元）

《动物病理》课程授课计划表见表三。

表三 《动物病理》课程授课计划表

课次 学时
教学目标和主要内容

项目编号 单元标题 能力目标 知识目标 主要内容及说明

1
2

项目一 疾

病基本知

识

任务一 疾

病基本知

识的认识

能正确描

述疾病发

生的原因

及过程和

规律

掌握疾病

的概念，了

解疾病的

原因、发生

发展过程

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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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项目二 血

液循环阻

碍

任务一充

血的认识

能正确识

别充血标

本及病理

图片

掌握充血

的原因、病

理变化及

常见器官

充血的不

同表现

3
任务二出

血的认识

能正确识

别出血标

本及病理

图片

认识常见

出血类型

的临床表

现，出血的

原因

4
任务三 血

栓的认识

能正确识

别血栓标

本及病理

图片

掌握雪霜

的形成过

程和双子

运行的途

径

5

任务四栓

塞与梗死

的认识

能正确识

别栓塞与

梗死标本

及病理图

片

掌握栓塞

的概念、发

生原因及

对机体的

影响

6
任务五贫

血的认识

能正确对

贫血类型

进行分类

掌握不同

类型贫血

的形成原

因和特点

7

2

项目三 水

任务一 水

肿概念、原

因和机理

的认识

能正确判

断水肿

掌握水肿

概念、常见

水肿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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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

8

2 任务二水

肿的病理

变化和结

局与影响

的认识

能准确描

述水肿的

发病机理

和对机体

的影响

掌握水肿

发病机理、

病理变化、

处理原则

9

2 项目四 脱

水与酸中

毒

任务一 脱

水与酸中

毒的认识

能正确判

断酸中毒

能识别不

同类型的

脱水及酸

中毒的特

征、区别

10

2

项 目 五 细

胞 与 组 织

损伤

任务一 萎

缩的认识

能正确识

别萎缩的

眼光变化

掌握细胞

萎缩的病

理变化及

对机体的

影响

11

2

任务二变

性的认识

能正确识

别变性的

眼观变化

掌握细胞

变性的病

理变化及

对机体的

影响

12

2

任务三坏

死的认识

能正确识

别坏死的

眼观变化

掌握细胞

坏死的病

理变化及

对机体的

影响

13

2 项目六 适

应与修复 任务一 代

偿的认识

能描述代

偿类型

掌握组织

细胞损伤

时机体代

偿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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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

任务二修

复、适应的

认识

能正确描

述组织的

再生特点

与创伤愈

合过程

掌握不同

组织细胞

损伤时机

体的修复

过程及机

体适应的

过程

15

2 项目七 缺

氧

任务一 缺

氧的原因

和类型的

认识

能准确描

述各种类

型缺氧原

因和特点

各种类型

的缺氧原

因、特点

16

2

项目八 炎

症

任务一 炎

症概述的

认识

能识别炎

症

掌握炎症

的概念

17

2 任务二炎

症基本病

理变化的

认识

能识别炎

症的基本

病理变化

掌握炎症

的基本变

化

18

2 任务三炎

症分类的

认识

能区分不

同类型的

炎症

掌握炎症

的分类

19

2 任务四炎

症经过和

结局的认

识

能描述炎

症的经过

和结局

掌握炎症

的发展过

程和结局

20

2 项目九 败

血症

任务一 败

血症的认

识

能识别出

败血症

掌握败血

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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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

项目十 发

热 任务一 发

热的认识

能正确描

述发热的

原因、机

理、过程及

机体的变

化及进行

正确的处

理

发热概念、

原因、机

理、过程及

类型，发热

时机体的

变化及处

理原则

22

2 项目十一

休克
任务一 休

克的认识

能认识临

床中的休

克现象

掌 握 休 克

的概念，类

型

23

2 项目十二

黄疸
任务一 黄

疸的认识

能识别临

床中的黄

疸病例

掌握黄疸

的分类和

发病机理

24

2

项目十三

肿瘤

任务一 肿

瘤概念和

生物学特

性的认识

能在病理

切片中认

出肿瘤细

胞

掌握肿瘤

的概念及

特性

25

2 任务二良

性肿瘤和

恶性肿瘤

的区别及

肿瘤命名

和分类的

认识

能够在病

理切片中

区分良性

肿瘤和恶

性肿瘤

掌握良性

肿瘤和恶

性肿瘤的

特点及肿

瘤的命名

26

2 项目十四

器官病理

任务一皮

肤病理、淋

巴结病理

的认识

能识别皮

肤、淋巴结

的病理变

化

掌握皮肤、

淋巴结的

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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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器官病

变的观察

的 病 理 变

化
脏器的病

理变化

34 2

任务五腹

部器官病

变的观察

能 够 识 别

腹 部 脏 器

的 病 理 变

化

掌握腹部

器官的病

理变化

35 2

任务六病

死禽的剖

检

能 够 独 立

正 确 的 进

行 病 死 禽

的剖检

掌握病死

禽的病理

变化

36 2

任务七病

死猪的剖

检

能 够 独 立

正 确 的 进

行 病 死 猪

的剖检

掌握病死

猪的病理

变化

（四）第一节课设计

见课程单元教学设计

五、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条件

1.1 软硬件条件

本课程要求有实验室、剖检所用器械、显微镜和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动物医院和实习基地能

够为本课程提供相应的实验动物和诊断病例。本课程要求有良好的多媒体授课环境。图书馆为学生

自学提供相应资料，同时提供最新的疫病诊断方法和最新疫情报告。

1.2 师资条件

目前该教学团队由三名教师担任，均已取得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证，具有扎实的动物病理理论知

识和丰富的兽医临床专业知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极强的病理诊断技术；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组织能力和责任心。

1.3 教学方法建议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需要进行现场实际操作、多媒体教学。

现场教学法：主要针对某个病例进行现场诊断，教会学生基本的操作技能，同时能够描述所看

到的病变。

多媒体教学法：是将非直观的内容和技术制作成课件，在讲授的同时，给学生以直观的理性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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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考教材

《动物病理》第三版 王子轼、周铁忠主编

六、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本课程因知识点多，学生较难理解记忆，所以在授课过程中为了增加学生的积极性，尽可能的

在讲授理论知识点的基础上增加案例教学和情境教学。并不断的接触实践，以此加以记忆与理解。

七、考核方案

动物病理课程总评分表

课程名称： 学生姓名： 班级：

项 目 评价内容 得分 权重 总比例 总评

终结性评价
知识考核 30%

40%
综合考核 70%

过程

性评

价

项目

教师评价（40%）

100% 60%
学习档案（30%）

小组评价（15%）

自我评价（15%）

学习活动记录表（学生用表）

项目名称

日期 任务名称 工作内容 难度 执行人 执行情况 备注

学习档案评价表(教师用表)

项目名称： 组别：

评价要点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与完成项目相关的材料是否齐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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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项目工作方案是否及时，质量如何(20)

项目工作方案是否完善，完善情况如何(10)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原始记录是否符合要求(10)

有关分析任务的实施报告是否符合要求(10)

出具的分析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10)

课堂汇报情况如何(10)

归档文件的条理性、整齐性、美观性(10)

总计（各等级权重：优=0.86～1,良=0.71～0.85，

中=0.51～0.7，差=0～0.5）

改进意见

教师综合评价(教师用表)

项目名称： 组别：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优 良 中 差

1.学习目标是否明确(5)

2.学习过程是否呈上升趋势，不断进步(10)

3.是否能独立地获取信息，资料收集是否完善(10)

4.独立制定、实施、评价工作方案情况(20)

5.能否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路，及时解决问题(10)

6.项目实施操作的表现如何(20)

7.职业整体素养的确立与表现(5)

8.是否能认真总结、正确评价完成项目情况(5)

9.工作环境的整洁有序与团队合作精神表现(10)

10.每一项任务是否及时、认真完成（5）

总评（各等级权重：优=0.86～1,良=0.71～0.85，

中=0.51～0.7，差=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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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无涂改 5

问题处理
及时解决 5

方法合理 5

项目完成后（30 分）

领用工具、试剂、

仪器等
及时归还 5

操作台面 清理 5

数据处理

计算公式正确 5

计算结果正确 10

有效数字正确 5

八、教材资料

《动物病理》第三版 王子轼、周铁忠主编

九、参考资料

《动物病理解剖学》高丰主编 2013 年 科学出版社；

《动物病理学》余锐萍主编 2007 年 中国农业出版社；

参考杂志：《中国畜牧兽医文摘》、《中国畜牧兽医杂志》、《中国畜牧兽医报》、

《中国畜牧兽医学报》、《畜牧与兽医杂志》等。

十、工具材料

显微镜、多媒体教室、病理解剖实验室及病理组织切片；

网络教学资源：中国畜牧兽医信息网、中国畜牧兽医网；哔哩哔哩视频等。

十一、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动物病理》课程为专业基础课，与畜牧兽医专业课程联系紧密，建议教学安排在

《动物解剖生理》及《动物微生物与免疫》课之后开设。

课本中部分内容教师可根据本校的实际进行取舍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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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兽医》专业《动物病理》

课程单元教学设计

（2019～ 2020 学年第 2 学期）

（第 1 学年第 2 学期）

制 定 人： 曹嫚嫚

教 研 组： 动科系

制定时间： 2020.11.20

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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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播放

让学生知

道疾病发

生的原因

和条件

发生的原

因和条件

3
发病

学

疾病发生的一般机理、疾病发

生的基本规律

通过视频

播放和多

媒体放映

让学生了

解疾病发

生的机理

和基本规

律

联系身边

的案例理

解疾病发

生的机理

和基本规

律

15

4

疾病

的转

归

潜伏期、前驱期、症状明显期

和转归期

通过多媒

体放映让

学生掌握

疾病的转

归

理解记忆

疾病的转

归

10

5

应激

与疾

病

应激与应激原、应激时机体病

理生理变化、应激在畜牧兽医

实践中的意义

通过临床

实践讲解

应激的情

形、应激

的影响和

意义

通过老师

讲解了解

应激，以

及应激在

临床中的

应用

20

课后总结

和体会

医学界有句话“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其实对于动物来说最好的医

生也是动物自己，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都是有一定原因和一定规律

可循的，在养殖的过程中我们要了解常见的动物发病原因，让动

物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