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牧兽医法规与行政执法》课程标准

制 定 人： 丁 晓

制定时间： 2022 年 8 月 20 日

审核部门： 动物科学系

审核时间： 2022 年 8 月 25 日

批准部门： 教务科研部

批准时间： 2022 年 9 月 2 日

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制



《畜牧兽医法规与行政执法》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畜牧兽医法规与行政执法》

学分 2

授课学时 30 学时

授课地点 多媒体教室、实训室

授课对象 高职畜牧兽医、动物医学专业三年级学生 选用教材

二、课程定位

（一）课程性质

《畜牧兽医法规与行政执法》是高等职业院校畜牧兽医、动物医学等专业的

主要必修课程。高等职业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优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为指导，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高等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要高度重视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

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遵纪守法意识，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技能性人

才。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动物防疫与检疫、畜牧兽医监督管

理工作将逐渐走上依法行政、依法防疫、依法制疫、行政合理的法制轨道。加入

WTO 后，为适应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贸易的要求，更要注重兽医法律法规的建设与

加强兽医行政执法，尤其是高致病性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和口蹄疫等动物疫

病的发生，以及在“瘦肉精”、“苏丹红”、“三聚氰胺”、“抗生素残留超标”

事件时有发生的今天，人们对动物疫病、动物产品安全更加关注，这就给兽医行政

监督管理与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加强本课程的

教学改革与创新，是学生毕业后成为知法、懂法、守法、宣传法的执行者或管理



者，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养殖、防疫检疫，从而达到良好的动物饲养环境，保障动

物性食品安全，加强公共卫生安全管理，促进兽医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的进程。

（二）课程理念

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懂得兽医卫生行政及行政法、兽医卫生行政执法及

《动物防疫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基本具备独立分析和解决本课程有关案例的能

力，使学生毕业后成为知法、懂法、守法、宣传法的执行者或管理者，按照法律法

规的要求养殖、防疫检疫及从事动物诊疗等活动。

（三）课程设计思路

该课程总体设计思路以能力为本位，以项目导向和任务驱动的方式组织课程

教学内容，打破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学科课程模式让学生在掌握与领悟具

体项目和任务过程中巩固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使学生具备独立分析和解决本

课程有关案例的能力。本课程共有 3个项目，是按照提高学生能够独立分析和解决

本课程有关案例的能力来设计的，在课程建设和教学过程中，应积极邀请企业行业

专家全程参与，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的收集与筛选有关畜牧兽医方面的实践案

例，要求学生根据理论法律知识分析与解决案例。教学实训实习课，主要进行案例

讨论，并安排 2次左右专家专题讲座或实践案例讲解。该门课程的总学时为 30 学

时。

二、课程目标

1、总目标

通过《兽医法规与行政执法》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懂得兽医卫生行政及行政

法、兽医卫生行政执法及《动物防疫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基本具备独立分析和

解决本课程有关案例的能力，使学生毕业后成为知法、懂法、守法、宣传法的执行

者，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养殖、防疫检疫及从事动物诊疗等活动。

2、具体目标

（1）知识

了解一定的管理学和法学基础知识。



掌握有关动物防疫行政管理和执法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

理解和掌握有关动物防疫行政法规。

（2）能力

基本具备独立分析和解决教师所举的案例的能力。

能在动物防疫行政管理、执法和相关生产实践中正确运用动物防疫行政法

规，并能解决实践案例。

三、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开发

本课程以“学生主体，教师主导”为理念，遵循循序渐进、启发性以及理论

联系实际的原则，采用任务驱动+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以工作任务为载体，科学

设计、合理安排理论教学和实践内容，通过课堂理论讲授、实验操作、实岗训练、

顶岗实习，将“教、学、做”一体化融入教学全过程，实现“工”与“学”的契合

与对接。

序

号
工作任务 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

参

考

课

时

1
兽医卫生

行政

了解国家行政、行政法的基

础知识；掌握我国兽医卫生

行政的特点、范围、组成、

职责及兽医卫生行政行为、

行政责任、行政监督；

活动：课堂提问、讨论、举例结合多

媒体，使学生掌握兽医卫生行政基础

知识。

2

2
兽医卫生

行政法

了解行政法的特点、渊源、

基本原则；掌握兽医卫生行

政法的特点、渊源、调整对

象及范围、特有原则等兽医

卫生行政法相关内容。

活动一：案例讨论。通过学生与学

生、教师与学生讨论等方式。由教师

提出有关兽医卫生行政法如国家防控

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疫病

采取的措施。引出相关的包括行政执

法、行政合理性、行政补偿等法律依

4



据。达到学生了解并掌握有关的法律

法规及其条文的目的。

活动二：邀请行业企业专家，讲解兽

医卫生方面的法律或其修订，实践案

例举例并分析，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有

关的法律法规，具有分析与解决案例

的能力。

3

兽医卫生

行政执法

概述

了解兽医卫生行政执法的概

念、特征、作用；掌握兽医

卫生行政执法的依据、手

段、生效要件、法律效力。

活动：课堂提问、讨论、举例结合多

媒体，使学生掌握兽医卫生行政执法

的相关知识。

2

4

兽医卫生

行政管理

行为

掌握动物防疫管理、动物检

疫管理、动物疫病扑灭措

施、动物防疫行政许可；掌

握动物防疫证、章、标志管

理；了解动物防疫审验和报

告、动物防疫技术监测；掌

握动物防疫监督检查、动物

防疫行政处理。

活动一：课堂提问、讨论、举例结合

多媒体，使学生掌握兽医卫生行政管

理知识。

活动二：案例讨论。通过学生与学

生、教师与学生讨论等方式。由教师

提出有关兽医卫生行政管理方面的案

例，展开讨论，学生了解并掌握兽医

卫生行政管理并能分析与解决案例的

目的。

活动三：邀请行业企业专家，讲解兽

医卫生行政管理实践案例并分析，使

学生了解并掌握有关的法律法规，具

有分析与解决案例的能力。

活动四：组织学生到实习基地（如：

养殖场、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物制品厂或兽

药厂）参观学习，了解这些单位的动

6



物防疫条件、生产条件、生产经营或

操作流程及规范化管理的监督检查；

了解动物卫生防疫监督人员如何执行

任务；掌握并具备灵活应用法律法规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

兽医卫生

行政处罚

行为与兽

医卫生行

政强制执

行行为

掌握兽医卫生行政处罚的基

本原则、特点、种类、及具

体应用；掌握行政处罚的决

定；了解行政处罚的执行和

强制执行行为。

活动一：课堂提问、讨论、举例结合

多媒体，使学生掌握兽医卫生行政处

罚与兽医卫生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知

识。

活动二：案例讨论。通过学生与学

生、教师与学生讨论等方式。由教师

提出有关兽医卫生行政处罚方面的案

例，展开讨论，使学生掌握兽医卫生

行政处罚方面法律知识，并能分析与

解决案例的目的。

活动三：邀请行业企业专家，讲解兽

医卫生行政管理实践案例并分析，使

学生了解并掌握有关的法律法规，具

有分析与解决案例的能力。

4

6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动物防疫

法》释义

掌握动物防疫法的总则、动

物疫病的预防、动物疫情的

报告、通报和公布、动物疫

病的控制和扑灭、动物和动

物产品的检疫、动物诊疗、

监督管理、保障措施、法律

责任以及附则。

活动一：课堂提问、讨论、举例结合

多媒体，使学生掌握动物防疫法具体

条文，特别是法律责任。

活动二：案例讨论。通过学生与学

生、教师与学生讨论等方式。由教师

提出有关动物防疫法的案例，展开讨

论，使学生掌握动物防疫法方条文，

并能分析与解决案例的目的。

活动三：邀请行业企业专家，讲解动

10



物防疫法法律的修订之处，或举出实

践案例并分析，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有

关的法律条文，具有分析与解决案例

的能力。

活动四：组织学生到实习基地（如：

养殖场、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物制品厂或兽

药厂）参观学习，了解这些单位的动

物防疫条件、生产条件、生产经营或

操作流程及规范化管理的监督检查；

了解动物卫生防疫监督人员如何执行

任务；掌握并具备灵活应用法律法规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7
相关的法

律法规

了解《出入境动植物检疫

法》、《生猪屠宰管理条

例》、《食品安全法》《动

物免疫标识》等有关法律与

条文。

活动：案例讨论。通过学生与学生、

教师与学生讨论等方式。由教师提出

有关相关法律的案例，展开讨论，使

学生了解掌握相关法律条文，并能分

析与解决案例的目的。

2

四、实施建议

（一）教学建议：

1、课堂提问、讨论、举例结合多媒体，使学生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具体

条文。

2、案例讨论。通过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讨论等方式。由教师提出有关动

物防疫法的案例，展开讨论，使学生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具体条文，并能分析

与解决案例的目的。

3、邀请行业企业专家，讲解动物防疫法法律的修订之处，或举出实践案例并

分析，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有关的法律条文，具有分析与解决案例的能力。



4、案例要大量收集并注意筛选典型案例。案例收集方法有：上网查找；查找

相关书籍；教师自编案例；学生自编案例；到有关行业企业收集，查找国外有关案

例。

（二）考核评价建议

评价建议应体现多元评价方法，重视教学过程评价，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

价。注重学生分析与解决实践案例能力的考核。建议如下：1、突出过程与项目任

务评价，结合课堂提问，课后作业，项目中相关案例考核等手段。2、强调课程结

束后的综合评价，应加大学生在平时讨论课中分析与解决案例能力的评分比例 3、

注重对学生平时自编案例与分析解决案例的考核。4、建议在教学过程中，分项目

分任务进行考核，课程结束后综合考核。

（三）教材编写建议

教材应按本课程标准进行编写，教材选用应符合本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优

先选用国家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教材编写与选用应注意以下几点：

1、建议选用或者编写与本课程标准相适应的高职高专教材。

2、教材要突出实用性，同时又有前瞻性。

3、国家相关的法律不断的完善，相关新的法律不断颁布，教材也要每年，最

多隔一年就要重新修订。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重在提高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5、教材的实验实训选取与编写要突出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6、教材每章之后应附有典型案例与习题并附具答案。

7、教材应附有实训内容，如：养殖场生产条件及规范管理的监督检查；动物

饲养场的防疫监督检查；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生猪屠宰的检疫监督参观学习；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或生物制品厂或兽药厂生产经营条件监督检查等。同时教材应附

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兽医生物制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动植物检疫法》等。



8、教材应附有检疫证明如：《动物产地检疫证明》、《动物健康合格证

明》、《兽医卫生行政处罚决定书》等书证格式。

（四）实验实训设备配置建议

1、相关的法律法规书籍、杂志和网站。

2、投影仪等多媒体现代化教学设备及软件。

3、典型案例收集与筛选，打印出来并装订成册。

4、收集的有关案例图片，要做出课件或制成图谱。

（五）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教师应积极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改变仅仅依靠教科书开展教学的传统做

法。

1、学校图书馆是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

生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2、充分重视信息化课程资源的利用，包括要从网络上收集大量案例等。学生

也可从网络上了解并分析案例，达到理解法律条文，在实践案例中得到应用。

3、要注意教学基地的建设。包括与企业包括屠宰厂、食品公司、养殖场、动

物医院、生物制品厂、饲料厂等保持联系，特别是畜牧兽医站、动物卫生监督所、

农林局、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局等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收集案例，开展学习参观，邀

请专家讲课等活动。

（六）其他

主要的教学参考文献与网站：

1、《兽医行政执法与兽医法规》，吴桂银，张步彩，陈长春编（自编）2008

年 8 月.

2、《畜牧业法规与行政执法》，王喆，韩昌权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一版.

3、《畜牧兽医行政执法与管理》，顾洪娟，邢军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 年 8 月第一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释义》，卞耀武主编，法律出版社，2008

年 8 月第一版.

5、《动物卫生法学》，陈向前，汪明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2 年.

6、《中国与国际动物卫生法比较研究》，陈向前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

版社，2003 年.

7、《国际动物卫生法典》，农业部畜牧兽医局译，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

社，2003 年.

8、《动物疫病防治技术》，周铁忠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年.

9、《兽医公共卫生学》，张彦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

10、《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胡建淼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1、《法律基础》，谷春德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12、《兽医行政与执法》，于康震主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年.

1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电子版）》，肖北庚主编，湖南人民出版

社，2004 年.

14、《畜牧兽医行政管理》，王道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年.

15、《饲料法规与标准》，李祥明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6、《饲料生产与加工》，苏希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年.

17、《中华兽药大典》，中华兽药大典编写委员会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北京科大电子出版社，2005 年.

18、《动物性食品卫生学》，张彦明，余锐萍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年第三版.

19、中国标准化网.

20、中国农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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