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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病防治》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禽病防治》

课程代码 020105

学分 4

授课学时 72 学时

授课地点 多媒体教室、实训室

授课对象 高职畜牧兽医、动物医学专业二年级学生 选用教材

二、课程概述

课程性质：本门课程是畜牧兽医专业的核心、必修课程。

课程任务：主要针对养禽技术管理岗位、执业兽医岗位、畜禽疫病诊断岗位、兽药生产经营和

售后技术服务岗位、饲料生产经营和售后技术服务岗位、动物检疫检验岗位等岗位开设，主要任务

是支撑学生在养禽技术管理岗位、执业兽医岗位、畜禽疫病诊断岗位、兽药生产经营和售后技术服

务岗位、饲料生产经营和售后技术服务岗位、动物检疫检验岗位等岗位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培养

学生畜牧兽医岗位职业素养，要求学生掌握禽场日常保健技术、肉用禽生产疾病防治技术、种禽生

产阶段疾病防治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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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动物生理学、兽医病理、兽医药理、兽医

微生物与免疫、兽医临床诊断。

三、课程目标

该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根据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基于职业岗位需要，以专业技能训练为主

要任务。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比较熟练地掌握禽病防治的关键技术，能够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

题，胜任养禽技术管理岗位、执业兽医岗位、畜禽疫病诊断岗位、兽药生产经营和售后技术服务岗

位、饲料生产经营和售后技术服务岗位、动物检疫检验岗位等的工作要求，实现教学内容与兽医行

业禽病防治工作岗位需求无缝对接，着重培养学生职业素养、职业能力、专业知识，达到适应现代

养禽生产禽病防治一线工作要求，为学生就业和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知识目标

1.了解国内外养禽业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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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目前国内外常见禽病的发病情况及流行病学特点；

3.通过禽病防治课程的学习，了解和掌握禽场卫生控制、禽场消毒、禽病免疫检测等程序；

4.熟练掌握各种常见禽传染病、寄生虫病的发生病因、病原特性、流行病学特征、主要临床症

状、主要病理学变化、主要临床诊断方法及实验室诊断方法、主要的预防措施与发病后的治疗或控

制措施；

5.掌握常见禽病的诊断及防控知识。

（二）能力目标

1.通过完成对禽病防治课程的学习，能够熟练并灵活的运用所掌握的禽病防治知识，并能够结

合生产实践，做好禽场卫生控制、消毒以及禽病免疫检测工作；

2.能够根据解剖病变、病料染色镜检及分离培养结果对各种常见禽病进行正确的诊断，并可提

供合理的预防免疫程序与控制措施。

（三）素质目标

1.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爱国主义精神，使学生建立热爱祖国、热爱畜牧业的意识；

2.以教师的言传身教使学生爱岗敬业，对学业精益求精；通过严格的操作技能训练使学生建立

严谨的学风，形成科学的态度；

3.通过生产实习和参加实际生产活动使学生建立职业道德观念，有良好的团队精神。

4. 通过参加生产活动，培养学生敬业、守纪、热爱劳动、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和良好的团队精

神，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

5. 初步具备辩证思维的能力，具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创新意识。

6.培养学生“三种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四、课程设计

《禽病防治》课程设计紧扣畜牧兽医专业的培养目标，以提高学生的禽病防治技能为主线，透

过分析本专业学生的就业岗位、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调研养禽业生产企业禽病防治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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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过程、技术

要求和职业资格标准，明确学生在本课程学习中需要掌握的基本技术、关键技术和综合技能，形成

了基于工作过程需要的课程教学体系。本课程采取行动导向（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教学模式，以

学生为主体、以生产实践为导向组织教学考核。

（一）课程内容设计

《禽病防治》课程内容设计见表 1。

表 1 《禽病防治》课程内容设计

序号 课程内容 项目名称 子项目名称 参考学时

1 禽病防治 禽场日常保健 消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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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免疫预防

3 检疫

4 药物保健

5 驱虫

6 常规治疗

7
常
见
病
防
治

病毒性传染病防治 30

8 细菌性传染病防治 18

9 寄生虫病防治 4

10 支原体病防治 4

（二）课程项目整体设计

《禽病防治》课程项目整体设计见表 2。

表 2 《禽病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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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
场
日
常
保
健

消毒

了解各种消

毒药的特点

和使用方法。

能制定消毒

程序和实施

各种消毒。

禽场消毒

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讲

解，列举不同

场景、根据不

同消毒需求合

理制定消毒

程序

可根据不同场

景、不同消毒需

求制定合理消毒

程序

免疫预防

了解各种疫

苗的性能和

使用方法。

能制定免疫

程序和进行

免疫接种。

禽场免疫

预防理论

知识

理论知识讲

解，根据疫苗

性能及使用方

法制定相应的

免疫程序

可根据不同疫苗

性质制定合理的

免疫程序

检疫

了解家禽产

品检疫制度

和措施。

能开展各项

检疫和进行

相应处理。

禽场检疫

理论知识

理 论 知 识 讲

解，熟悉检疫

制度和措施，

并举检疫示例

可熟练运用相应

检疫制度和措施

开展检疫并进行

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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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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保健

了解保健药

物的种类和

用法。

能制定和实

施药物保健

方案。

禽场药物

保健理论

知识

理 论 知 识 讲

解，列举相应

药物保健示例

熟悉保健药物的

种类，并能制定

和实施药物保健

驱虫

了解寄生虫

的种类和常

用驱虫药。

能制定驱虫

方案并实施

驱虫。

禽场常见

寄生虫驱

虫理论

知识

理论知识讲

解，列举禽寄

生虫病例及治

疗措施

了解常见禽寄生

虫并可制定驱虫

方案并实施驱虫

常规治疗

了解各种治

疗方法和药

物。

能对家禽常

见病进行合

理治疗。

禽场常规

治疗理论

知识

理论知识讲

解，列举禽常

见病及治疗

方法

了解各种治疗方

法及药物，可对

禽常见病进行合

理治疗

2

常
见
病
防
治

病毒性传染

病防治

了解病毒性

传染病的病

原、流行特点

和临床特征。

能对病毒性

传染病进行

诊断和防治。

禽场常见

病毒性传

染病相关

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讲

解，列举禽常

见病毒性传染

病示例

可根据相关知识

对禽常见病毒病

进行诊断和治疗

细菌性传染

病、支原体病

防治

了解细菌性

传染病的病

原、流行特点

和临床特征。

能对细菌性

传染病进行

诊断和防治。

禽场常见

细菌性传

染病相关

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讲

解，列举禽常

见细菌性传染

病示例

可根据相关知识

对禽常见细菌性

传染病进行诊断

和治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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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生虫病

防治

了解寄生虫

形态特征和

危害。

能进行寄生

虫临床检查

和实施驱虫。

禽场常见

寄生虫传

染病相关

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讲

解，列举禽常

见寄生虫病

示例

可根据相关知识

对禽常见寄生虫

病进行诊断和

治疗

中毒病防

治

了解中毒病

发生的原因

和临床表现。

能对中毒病

进行诊断和

解救。

禽场常见

中毒病相

关理论

知识

理论知识讲

解，列举禽常

见中毒病示例

可根据相关知识

对禽常见中毒病

进行诊断和治疗

（三）课程授课计划表（以 2 节课为最小单元）

《禽病防治》课程授课计划表见表 3。

表 3 《禽病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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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传染病的

发生和控制
4 1

禽病的发生和流

行

能对禽

常见病

进行合

理治疗

了解养禽业现

状及常见禽病

的诊断防治措

施

常见禽病的

诊断防治措

施介绍
禽病的预防诊断

与治疗

病毒性传染

病防治
30

1 新城疫

能对病

毒性传

染病进

行诊断

和防治

了解病毒性传

染病的病原、流

行特点和临床

特征

家禽常见病

毒病的介绍

2 禽流行性感冒

3 传染性支气管炎

4 传染性喉气管炎

5 鸡痘

6 传染性法氏囊病

7 鸡马立克氏病

8 白血病

9 禽传染性脊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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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病毒性关节炎

11 产蛋下降综合征

12 鸡传染性贫血

13 鸭瘟

14 鸭病毒性肝炎

15
小鹅瘟和雏番鸭

细小病毒病

细菌性传染

病病防治
18

1 禽沙门氏菌病

能对细

菌性传

染病进

行诊断

和防治

了解细菌性传

染病的病原、流

行特点和临床

特征

家禽常见细

菌病的介绍

2 禽大肠杆菌病

3 禽霍乱

4 鸡葡萄球菌病

5 传染性鼻炎

6 鸡传染性浆膜炎

7 鸡坏死性肠炎

8
禽弯曲杆菌性肝

炎

9 鸡绿脓杆菌病

禽支原体病 8

1
鸡支原体病的防

治和诊断

能进行

常见支

原体临

床检查

和

实施驱

虫

了解常见支原

体病的流行特

点和防控措施

家禽常见支

原体病的介

绍2
鸭支原体病的防

治和诊断

禽寄生虫病 4

1
禽原虫病的防治

和诊断

能进行

寄生虫

临床检

查和

实施驱

虫。

了解寄生虫形

态特征和危害。

家禽常见寄

生虫病的介

绍2
禽蠕虫病的防治

和诊断

禽病诊断和

防治技术

12 1 常用疫苗的免疫

能够根

据疫苗

特性制

了解各种疫苗

特性及使用方

法

各种疫苗的

特性介绍、使

用方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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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合理

的免疫

程序

及免疫程序

的制定

2 家禽采血技术

能掌握

家禽采

血技术

了解常用采血

方法及注意事

项

常用采血方

法及注意事

项基进行介

绍

3 家禽注射技术

能掌握

家禽给

药技术

了解常用注射

方法及注意事

项

常用注射方

法及注意事

项基进行介

绍

4 剖检诊断技术

能掌握

家禽解

剖技术

了解家禽解剖

注意事项

家禽解剖注

意事项及常

见疾病病变

进行介绍

5

常见疾病的实验

室诊断（平板凝

集）

能掌握

平板凝

集试验

掌握平板凝集

试验方法、注意

事项及适用范

围

平板凝集试

验方法及注

意事项进行

介绍

6

常见疾病的实验

室诊断（血凝和血

凝抑制）

能掌握

血凝和

血凝抑

制试验

掌握血凝和血

凝抑制试验方

法、注意事项及

适用范围

血凝和血凝

抑制试验方

法及注意事

项进行介绍

（四）第一节课设计

《禽病防治》是我校动物科学系的一门必修的核心专业课程，该门课程主要包括两个模块，一

是禽场日常保健，二是常见禽病防治。本课程设立了 10个学习任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与实践，使

学生熟悉禽场保健和常见禽病诊断的思路和方法，掌握一些常用的禽场保健方法和常见禽病的临床

症状和病理变化，能顾根据诊断结果提出合理的治疗方案。为毕业后从事家禽疫情监测、疫病预防、

动物检疫、饲料管理及技术服务奠定基础。

本课程采取考试和考查的总和考核方式，课程考核分为平时测验、期末考试。根据教学和考核

要求，一般采用闭卷、大型作业、实践操作等方式或几种方式相结合。

课程内容的讲解通过引入禽场存在的问题、禽场保健和常见禽场疾病等实例，以视频或 PPT的

形式展现给同学们，以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和思考为主，然后让同学们带着问题进入新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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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实施建议

《禽病防治》是一门实践性强的课程，只会理论不能实践，等于纸上谈兵，所以要求我们要建

立科学的教育观和知识观，在课堂上能够提出有效的问题情境，组织真正有效的讨论和交流。可以

在教学过程中采取探究式教学探究式学习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过程，逐步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

科学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

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教师应加强探究式教学，选择学生感兴趣的、愿意探究的问

题材料作为课题，精心组织课堂教学内容，以图片、视频等作为载体，以教师引导、学生讲解、自

主讨论和辩论等主要学习方式。

（一）课程教学设计

《禽病防治》课程教学设计见表 4。

表 4 《禽病防治》课程授课计划表

序

号

工作任务

课

型
教学方法和手段

结果（可展示）及考

核要点

参考学时

项目

名称
子项目名称

理

论

实

训

1

禽传

染病

的发

生和

控制

任务一 禽病的发生和流行

理

论

课

讲授法；幻灯片、

音视频展示及实

际操作展示

撰写疫病防控报告

2 0

任务二 禽病的预防诊断与

治疗

0 2

2

项目

二

禽病

毒性

传染

病

任务一 新城疫的诊断和

防治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新城疫的症状、剖检

变化、诊断与防治
1 1

任务二 禽流感的诊断和

防治

禽流感的症状、剖检

变化、诊断与防治
1 1

任务三传染性支气管炎的

诊断和防治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传染性支气管炎的

症状、剖检变化、诊

断与防治

1 1

任务四 传染性喉气管炎的

诊断和防治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传染性喉气管炎的

症状、剖检变化、诊

断与防治

1 1



9

任务五 鸡痘的诊断和防治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鸡痘的诊断和防治

任务六 传染性法氏囊病的

防治和诊断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传染性法氏囊病的

症状、剖检变化、诊

断与防治

1 1

任务七 鸡马立克氏病的防

治和诊断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鸡马立克氏病的症

状、剖检变化、诊断

与防治

1 1

任务八 禽白血病的防治和

诊断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禽白血病的症状、剖

检变化、诊断与防治

1 1

任务九 安卡拉病的防治和

诊断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安卡拉病的症状、剖

检变化、诊断与防治

1 1

任务十 病毒性关节炎的防

治和诊断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病毒性关节炎的症

状、剖检变化、诊断

与防治

1 1

任务十一 鸡传染性贫血的

防治和诊断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鸡传染性贫血的症

状、剖检变化、诊断

与防治

1 1

任务十二 鸡包涵体肝炎的

防治和诊断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鸡包涵体肝炎的症

状、剖检变化、诊断

与防治

1 1

任务十三 鸭瘟的防治和诊

断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鸭瘟的症状、剖检变

化、诊断与防治

1 1

任务十四 鸭病毒性肝炎的

防治和诊断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鸭病毒性肝炎的症

状、剖检变化、诊断

与防治

1 1

任务十五 小鹅瘟和雏番鸭

细小病毒病的防治和诊断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小鹅瘟和雏番鸭细

小病毒病的症状、剖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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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展示等 检变化、诊断与防治

3

项目

三

禽细

菌性

传染

病

任务一 禽沙门氏菌病的防

治和诊断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禽沙门氏菌病的症

状、剖检变化、诊断

与防治

1 1

任务二 禽大肠杆菌病的防

治和诊断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禽大肠杆菌病的症

状、剖检变化、诊断

与防治

1 1

任务三 禽霍乱的防治和诊

断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禽霍乱的症状、剖检

变化、诊断与防治
1 1

任务四 鸡葡萄球菌病的防

治和诊断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鸡葡萄球菌病的症

状、剖检变化、诊断

与防治

1 1

任务五 传染性鼻炎的防治

和诊断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传染性鼻炎的症状、

剖检变化、诊断与防

治

1 1

任务六 鸭传染性浆膜炎的

防治和诊断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鸭传染性浆膜炎的

症状、剖检变化、诊

断与防治

1 1

任务七 鸡坏死性肠炎的防

治和诊断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鸡坏死性肠炎的症

状、剖检变化、诊断

与防治

1 1

任务八 禽弯曲杆菌性肝炎

的防治和诊断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禽弯曲杆菌性肝炎

的症状、剖检变化、

诊断与防治

1 1

任务九 鸡绿脓杆菌病的防

治和诊断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鸡绿脓杆菌病的症

状、剖检变化、诊断

与防治

1 1

4

项目

四

禽支

原体

任务一 鸡支原体病的防治

和诊断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鸡支原体病的症状、

剖检变化、诊断与防

治

1 1

任务二 鸭支原体病的防治 讲授法、演示法、 鸭支原体病的症状、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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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和诊断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剖检变化、诊断与防

治

5

项目

五 禽

寄生

虫病

任务一 禽原虫病的防治和

诊断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禽原虫病的症状、剖

检变化、诊断与防治
1 1

任务二 禽蠕虫病的防治和

诊断

讲授法、演示法、

任务驱动法、音视

频展示等

禽蠕虫病的症状、剖

检变化、诊断与防治
1 1

6

项目

六

禽病

诊断

和防

治技

术

任务一 常用疫苗的免疫

理

实

一

体

讲授法、音视频演

示、现场实际操作

演示

疫苗的选择及疫苗

免疫方法
1 1

任务二 家禽采血技术

采血方法及注意事

项
1 1

任务三 家禽注射技术

家禽注射方式及注

意事项
1 1

任务四 剖检诊断技术

家禽解剖注意事项

及常见疾病的病变

特点

1 1

任务五 常见疾病的实验室

诊断（平板凝集）

平板凝集检测方法

的应用
1 1

任务六 常见疾病的实验室

诊断（血凝和血凝抑制）

血凝和血凝抑制方

法的应用
1 1

合计：72学时

36 36

理论：实

践＝1：1

（二）教学方法建议

1.组织本门课的教学，应以禽病防治为主线，在讲授理论知识过程中，要做到精讲多练、深浅

适度、注重实用。应把教学重点放在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上。

2.教学方法 教无定法，应根据教学条件、教学内容、高职学生的素质特点等灵活运用不同的

教学方法。

（1）现场教学法 对养禽场的规划建设、禽场生物安全措施、家禽疫苗免疫、家禽病理剖检、

病料采集、处理及运输、禽病实验室检测等内容，尽可能依托一体化教室、校内养鸡实训基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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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学条件进行现场教学，特别是要利用校内养鸡实训基地（室）进行现场教学，指导学生进行禽

病防治相关实训。通过现场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师生互动，实现“产教”一体化，

实现课程学习与工作岗位的对接。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学中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大限

度地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直观教学法 对养禽场建设、禽场生物安全措施、疫苗免疫程序、病鸡剖检及实验室检测

项目等教学内容，教师可通过幻灯片、录像片、图片进行直观教学。通过直观教学，可化抽象为具

体，化繁为简，加深学生的印象，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任务驱动法 对养禽场建设、禽场生物安全措施、疫苗免疫程序、病鸡剖检及实验室检测

项目等教学内容，可实施任务驱动法进行教学，通过教师提供的资讯，设置任务情景，让学生制定

项目（任务）计划、做出项目（任务）决策并加以实施，教师对学生完成的项目（任务）进行检查

和总结评价。

（4）项目导向法 把复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任务分解为若干个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项目，以学

生为主体，让学生亲自完成这些项目，比如家禽疫苗免疫程序等可采用这种方法。

还有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总之，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必须因材施教，灵活运

用。

3.教师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要认真进行设计，在组织教学时，应重点放到教学手

段和教学方法上，要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在准备教学内容时，尽可能加大实习、

实训的内容比例，充分利用实验实习实训设备，让学生多做多练，只有让学生真正“动”起来，才

能提高学生的工作能力和操作能力。

4.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兴趣，教师可带领学生到规模化养鸡场、养鸡专业户、农村进

行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让学生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践中去。

（三）实践性教学建议

1.禽病防治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实用性、应用性和创新性较强的课程，教师应根据工作岗位任

务和教学重点、难点，有针对性地选择实践性教学项目进行实践性教学，实现“岗课赛证融通”。

2.现场教学是本课程的最主要教学方法，教师应根据实践性教学项目尽可能在校内养鸡实训基

地、专业实训室等场所开展实训，创新教学环境，推动“教、学、做”的统一。

3.教师可根据本校制定的实施性教学计划，合理安排禽病防治实训课，合理安排学生到规模化

鸡场进行岗位实习。

4.教师可利用假日安排学生到养鸡专业户、农村等进行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让学生接触社会，

获取经验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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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教学设施建议

畜牧业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行业，畜禽具有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畜禽生产有极高的防疫要求，

畜禽生产企业要求有相对稳定的专业技术团队，很难实现校企间短期的“教、学、做”一体化教学

或工学交替。因此，学校应高度重视校内实训基地、实训室和实验室建设，配置必要的仪器设备，

确保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进行实训，这是高职教育必备的基础条件。

（五）教学模式建议

我校畜牧兽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产学相融，双能导向，双证并举”，不但要培养学生的岗

位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因此，建议运用“产教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六）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建议

1．教师应重视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增加教学信息量，提高教学效率。

2．本专业应成立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团队，开发网络课程、多媒体教学课件、名师名课视频等

教学资源，创建适合学生个性化学习及加强实践技能培养的教学环境，丰富课程内容，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同时，可实现教师间的教学资源共享。

（七）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配套开发实训指导书和操作步骤视频。

2．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教学资源：课程标准、实训指导书、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课件、习题、

案例库、生产计划、产品标准。

3．建立互动交流网络平台。

六、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对以上不能涵添盖的内容作必要的说明，如对课程标准中有关专业术语作解释，对课程有关参

考资料目录和教学案例作说明等。

七、考核与评价

1．考核与评价目的和功能

通过考核与评价，及时向教师和学生反馈教学信息，有效地改进和完善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

习活动，以达到本课程教学目标的要求。

2．考核与评价原则

坚持“终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教师评价、企业评价与

学生评价相结合；知识的考核与评价同实践能力的考核与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3．考核形式包括以评价学生职业能力为核心进行学业评价。评价内容包括技能、知识和情感；评

价主体包括教师、学生、企业；评价过程包括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评价时间包括定期考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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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期末考试）与不定期考核（随堂随机考核）；评价方式包括笔试、口试、实操、作业、作品、工

作成果等；可采用定量、定性或者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评价方法。

4．考核与评价方法

《禽病防治》课程对学生的考核与评估，注重考核与评价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采用“40%

平时成绩+30%技能考核成绩+40%理论考试成绩”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平时成绩包括：学习态度、项

目作业、练习成绩或测试成绩；技能考核成绩包括实验实习、实训操作与记录、实验实习报告和体

验探究的过程等（技能考核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技能实践部分标准为蓝本，每个岗位的 1~2 个

实训项目考核为一次，主要考核学生操作的正确性和熟练度）；理论考试成绩是课程学习结束后的统

一考试，要求考试内容的覆盖率应在 90%以上。

依据总评成绩对学生进行等次评估：总评成绩在 85 分以上者（含 85 分）为优秀；75~84 分为

良好；60~74 分为及格；60 分以下为不及格。成绩登记如下表

学校 专业 班 科成绩登记

任课教师： 学年度 学期

学

号

姓

名

平时成绩（40%） 技能考核成绩（30%）

理论考试

成绩

（40%）
总

评

成

绩

学

习

态

度

1 2 3 4 折

算

40

%

1 2 3 4 5 折

算

30%

卷

面

分

数

折

算

40%

八、教材资料

高等职业教育农业部“十二五”规划教材《禽病防治》。

九、参考资料

白文彬，于康震.动物传染病诊断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蔡宝祥.2001.家畜传染病学[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邝荣禄.1995.禽病学[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李生涛.2001.禽病防治[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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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工具材料

多媒体教学设备

十一、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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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定 人： 刘洋洋

教 研 组： 动物科学系

制定时间： 2021.2.25

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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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

单元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禽病防治

课 题：禽流行性感冒

授课日期：2021.03.01

授课班级：畜牧兽医 2001班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能够掌握引起禽流行性感冒的病原名称、形态结构特征、培养特性、抵抗力

等特性；了解该病的流行病学，包括易感动物、传染源及传播途径、流行特点；掌握该病所引起的

临床特征及表现，熟悉该病的病理剖检变化；掌握该病常用的检测方法，包括临床诊断点、病理诊

断点、实验室诊断点；熟悉该病常用的预防措施及防治手段。

技能目标：掌握该病的主要临床症状、病理剖检变化；能够进行该病的实验室诊断；掌

握该病的免疫程序。

职业素养目标：使学生建立热爱祖国、热爱畜牧业的意识；对学业精益求精；形成严谨

的学风、科学的态度；建立职业道德观念，有良好的团队精神。

案例与任务：引入 2020年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发生一起家禽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案例，

并结合相关禽流感爆发时病鸡处理措施图片引起同学们的注意并引起同学们的重视；普及人畜共患

病相关知识，引入人患禽流感死亡案例，引起同学们对该病的预防意识。

教学重点：禽流感病毒病原特征、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理剖检变化、诊断方法及防治措施。

教学难点及解决方法：由于临床上一些常见禽病与禽流感在临床症状和病理剖检变化上相似，因此

在进行临床诊断的时候要进行区分。例如新城疫，在临床症状和病理剖检变化上与典型禽流感相似，

但是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新城疫患鸡一般不出现肿头；冠和肉髯不出现紫黑色出血斑，跖部鳞片

没有出血；胰腺一般不会出现明显坏死；皮下一般也没有胶冻样浸润等；禽流感与传染性喉气管炎

的鉴别诊断：典型的禽流感出现的呼吸困难，以及喉头、气管处出现的充血出血等方面与传染性喉

气管炎相似，但传染性喉气管炎患鸡一般不出现肿头；皮下不出现胶冻样浸润；冠和肉髯不出现紫

黑色出血斑；腺胃乳头、肌胃出血等现象也少见，出现胰腺坏死的机率也较低。

教学媒体：投影仪

工具与材料：多媒体教学系统

教学方法：采用话题引入、课程内容讲解以及学生讨论的教学方法。

教学进程：

序号
步骤

名称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分）

1
话 题

引入

引入禽流感最近爆发新闻及相关图片；引

入禽流感致人死亡案例

讲解有关案

例，并提出相

关问题

认真听案例

讲解，讨论回

答相关问题

15



18

2

课程

内容

讲解

讲解禽流感相关知识，适当引入视频或图

片加深同学们印象

课程内容讲

解
认真听课 25

3
课间

休息
课间休息

回答同学们

对课堂内容

的疑问

可提出对课

堂内容的相

关疑问

10

4

课 程

内 容

讲解

讲解禽流感相关知识，适当引入视频或图

片加深同学们印象

课程内容讲

解
认真听课 20

5
课后

讨论
展开对该病以及课堂内容的讨论

主持讨论并

答疑解惑

可分享有关

禽流感的知

识或提出相

关疑问

18

6
布置

作业
课后作业布置，加强同学们对本病的了解 作业布置 记录作业 2

课后总结

和体会

以引入相关案例，引起同学们兴趣为始，完成了对课程内容的讲解，通过同学们讨论以

及答疑解惑环节掌握了同学们对课堂内容的了解程度，通过课后作业布置，加强同学们

对本节课内容的记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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