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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季节性、周期性，不以教学计划为转移。因此，常

出现学生不仅观察不到临床症状，查获寄生虫虫体困

难也很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实践教学效果。
1． 3 专业课程课时压缩现状与教学内容繁多相矛盾

随着全国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根据综合性大学
“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广适应”的新的人

才培养模式要求［9］，课程改革必须加强整合、注重实

践、优化课程结构。传统专业课程课时普遍被压缩，

目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兽医寄生虫学仅有 48 学时，

而 2014 版培养方案更是将该课程压缩至 40 学时。
但实际上，兽医寄生虫学是由两门课组成，包含了寄

生虫病原学和寄生虫病学两部分，而仅动物的寄生虫

病就多达 200 多种。在当前形势下，要想培养出具有

扎实兽医寄生虫学及寄生虫病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技能的专业人才，就必须解决学时少、内容多的问题。
1． 4 教学内容滞后，与临床应用脱钩

众所周知，准确识别病原是诊断和防控疾病的基

础。为了准确地识别寄生虫，目前国内的兽医寄生虫

学实践教学主要应用肉眼观察与显微观察手段，通过

形态学来对寄生虫的种属进行鉴定。然而，虽然根据

形态特征能够较为准确地鉴定蠕虫，但其耗时、耗力，

且临床兽医很难将近源虫种依据形态进行准确鉴别;

并且，形态学观察根本无法对多数原虫的种类进行准

确鉴定。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分子标记

技术已广泛用于兽医临床，在寄生虫鉴定和寄生虫病

的诊断中显示了极大的优势。因此，有必要在兽医寄

生虫学实践教学中增加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的训练，

以适应当前的临床需求。
2 综合性实践教学的目的

随着学科的快速发展，传统兽医寄生虫学实践教

学的缺点日渐明显，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按照新的教育

思想培养符合现代畜牧兽医生产要求的合格人才是

面临的重要课题。实践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验证理

论、培养实验技能，更重要的是锻炼和提高学生系统、
综合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科研

思维和创新精神［10 － 11］。针对兽医寄生虫学的特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兽医寄生虫学教研组经过近十年

的探索，将其实践教学完全从理论课中剥离出来，单

独开设实践教学环节，并独立进行考核。通过分析该

门课的实践内容发现，它主要培养学生认识寄生虫的

形态学特征及引起的症状和病变，了解寄生虫的致病

特征和致病过程，掌握常见寄生虫的诊断方法。基于

此，将实践内容进行归类整理，按照实践要求和目标

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实验、教学实习及兽医临床生

产实习，每个阶段设立不同的实践内容，独立进行考

核，分阶段锻炼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动手能力及临床

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最终形成一套系统、
综合的兽医寄生虫学实践教学方案，让学生通过实践

不仅掌握各种寄生虫在动物体内外各期的形态特点，

还可系统地认知动物寄生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实

践寄生虫病的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培养出具有扎实

兽医寄生虫学及寄生虫病学实践技能的专业人才。
3 综合性实践教学的建立与实践
3． 1 整合教学内容，分解教学阶段

通过研究和分析教学大纲，结合近些年临床中畜

禽常见的寄生虫病，将实践病原对象重点放在了严重

危害畜禽的常见原虫、绦虫、吸虫、棘头虫、蜱、螨和昆

虫，以及重要的人兽共患寄生虫，而不再将教材中所

有的寄生虫泛泛学习、面面俱到; 鉴于学时所限，原来

在教材中需要在理论课中讲授的病原形态学部分由
10 学时压缩至 4 学时，只讲述各类寄生虫的共同特

征，每种寄生虫的特征完全放至实践环节学习。随后

根据实践教学的目标，将实践内容分为 3 个阶段( 实

验、教学实 习 及 兽 医 临 床 生 产 实 习 ) ，分 3 个 学 期

进行。
实验和理论课一起开设在第 7 学期，主要开设

10 个实验( 见表 1) ，以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为主，

采用启发式和案例教学为辅，主要目标是让学生认识

和了解各类寄生虫病重要病原的形态特征，掌握常见

寄生虫病的诊断方法。
教学实习环节开设在第 8 学期，在学生完全掌握

了兽医寄生虫学基本理论及重要寄生虫的形态学特

征和临床检测方法的基础上，为学生开设为期一周的

教学实习，以设计性和综合性实践内容为主 ( 见表
2) ，主要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各实验内容均由

学生自行设计实验程序，撰写实验设计方案，教师对

其方案进行指导，待其方案修改成熟后开始实施。实

施过程由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在旁指导。通过实验方

案的设计和实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

创造力，培养学生的独立动手能力。在鸡球虫病人工

感染模型的建立时，让学生自己动手优化感染方法
( 途径、剂量) ，建立学生的科研思维; 通过观察临床

症状和病理变化，实践球虫卵囊分离方法、饱和盐水

漂浮法，让学生系统了解寄生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以及寄生虫病临床诊断策略。在实践猪、牛、羊蠕虫

完全剖检法时，在传统的蠕虫成虫分离、肉眼观察和

显微观察基础上，分离蠕虫虫卵，一部分进行显微观

察，另一部分进行幼虫孵化、培养和显微观察，让学生

全面了解动物蠕虫各发育阶段的形态特征，准确对临

床各期寄生虫引起的疾病进行诊断。此外，为了适应

现代兽医临床诊断的发展现状，在教学实习内容中增

加了鸡的球虫、猪的蛔虫、羊的毛尾线虫、牛的美丽筒

线虫的 PCＲ 检测方法，让学生实践 PCＲ 操作技术和

电泳及其检测技术，初步掌握寄生虫病的分子生物学

诊断技术，以便在临床中联合应用形态学和分子生物

学技术对畜禽寄生虫病进行准确、快速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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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兽医寄生虫学实验课开设内容

顺序 名称 主要培养目标

1
蠕虫病的生前诊

断法

掌握常见诊断蠕虫病的方法; 在显微镜下

能识别吸虫卵、绦虫卵、线虫卵、肺线虫的

幼虫及消化道线虫的幼虫

2
吸虫的形态观察

( 一)

认识片形科和分体科常见吸虫及其中间

宿主

3
吸虫的形态观察

( 二)

认识歧腔科和前后盘科常见吸虫及其中

间宿主

4
绦虫和绦虫蚴的

形态学观察

掌握畜禽主要绦虫及其中绦期幼虫的形

态特征及鉴别要点，能正确诊断绦虫蚴病

5
线虫的形态学观

察( 一)

通过粗纹食道口线虫和哥伦比亚食道口

线虫的显微镜观察，掌握线虫的一般形态

构造; 通过猪蛔虫的解剖了解线虫的内部

器官构造; 通过各种家畜蛔虫的 肉 眼 观

察，掌握各种蛔虫的鉴别

6
线虫的形态学观

察( 二)

认识并掌握寄生在反刍兽消化道线虫的

形态特征

7
线虫的形态学观

察( 三)

认识并掌握家畜肺线虫的形态特征; 认识

并掌握马属动物的圆线虫、盅口线虫和猪

胃中常见线虫的形态特征

8
蜱、螨、寄生蝇类

及其他昆虫的形

态观察

认识硬蜱和软蜱的一般形态特征，掌握硬

蜱科各属的鉴别; 掌握疥螨和痒螨的形态

特征及区别，掌握家畜螨病的诊断方法;

认识并掌握畜禽常见寄生蝇及昆虫的形

态特征

9
原虫的形态学观

察

掌握畜禽常见原虫的形态学特征及其鉴

别要点

10
寄生虫玻片标本

的制作
掌握常见寄生虫玻片标本的制作方法

表 2 兽医寄生虫学教学实习开设内容

顺序 名称 主要培养目标

1
鸡球虫病的人工感

染模型的建立及临

床诊断

培养学生独立设计、实施实验的能力，

以鸡球虫病为模型观察寄生虫病的发

生、发展规律，掌握寄生虫病的常规诊

断方法

2
猪的蠕虫完全剖检

法及其虫卵、幼虫、
成虫形态学观察

掌握猪的蠕虫完全剖检法、虫卵收集及

孵化技术，认识猪常见蠕虫各期形态学

特点

3
牛的蠕虫完全剖检

法及其虫卵、幼虫、
成虫形态学观察

掌握牛的蠕虫完全剖检法、虫卵收集及

孵化技术，认识牛常见蠕虫各期形态学

特点

4
羊体内外寄生虫的

检测及蠕虫虫卵、
幼虫形态学观察

掌握羊体内外寄生虫的检测方法及其

形态学特征

5
畜禽常见蠕虫的固

定和保存

掌握牛、羊、猪、鸡常见蠕虫的固定和保

存方法

6
畜禽常见寄生虫病

的分子生物学诊断

方法

掌握畜禽常见原虫和蠕虫的 PCＲ 检测

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兽医临床生产实习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教学

环节，通过实习，使学生对兽医临床动物疾病诊治和

防控工作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有利于学生

将 4 年学习的书本知识转化为应用技能，有利于学生

全面了解动物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动
物疾病的诊断与防控技术，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畜牧兽

医相关工作及科学研究奠定坚实基础。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动物医学院将动物医学专业的兽医临床生产

实习统一安排在第 8 学期的暑假及第 9 学期的前 5
周，学生分别前往动物医院、宠物医院、疾控中心、畜
禽养殖场进行实践，在此过程中学习各种动物的传染

病、寄生虫病、内科病、外科病、产科病、中毒病等的诊

疗技术。笔者所在的教研室利用这个机会让学生完

成兽医寄生虫学实践教学的最后环节，在学生奔赴实

习点前根据实习动物给学生布置相应的实践课题，让

其独立设计实验方法和步骤，在实习结束后以 PPT
或论文的形式交给带队教师，以此强化学生综合应用

所学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2 革新教学模式和形式

目前，高等院校的兽医寄生虫学实践教学主要依

赖 于 实 验 课，尽 管 许 多 高 校 也 采 取 了 多 种 改

革［3，8，12 － 13］，如改变教学形式、增加设计性或探索性

实践内容，但由于一门课程的学时限制，难以达到预

期的教学效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寄生虫学教研组

通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新的教学模式和形式。
3． 2． 1 分解教学内容，探索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根

据兽医寄生虫学实践教学大纲的要求，将该课程的教

学目标进行分解，循序渐进，安排实践内容。将认识

和掌握重要寄生虫的形态特征及常见寄生虫病的常

规诊断方法主要设计为验证性实验，放置在实验教学

中，采用启发式和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并引入基于

计算机辅助教学(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CAI)

课件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培养学生设计能力、创造

力、综合能力的目标放在教学实习中完成，在实习中

使用鸡、猪、牛、羊作为实习动物，但针对不同的动物

探索采用不同的实习方式，改变对鸡进行的蠕虫完全

剖检法实习，让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采用球虫人

工感染鸡造病模型; 羊采用系统的体外和体内寄生虫

检查以及蠕虫幼虫孵化; 猪和牛仍购买内脏，实习蠕

虫完全剖检法。此外，在该阶段将现代分子生物学技

术引入实习。将培养学生临床综合应用能力的目标

放在兽医临床生产实习中，结合临床，不仅深化学生

的基础知识，还可培养学生诊断、鉴别及防控多种临

床疾病( 传染病、寄生虫病等) 的能力。
3． 2． 2 探索系统性的实践模式，培养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的综合能力 传统的验证性实践教学方法将知

识片段化，而实际临床应用中则需要学生多角度、多
方法的系统知识。在兽医临床中常需要对动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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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诊断，因此对原虫卵囊和非成虫期蠕虫进行准确

识别显得尤为重要。但动物粪便中的蠕虫虫卵和原

虫卵囊常不具有典型特征，难以对寄生虫种进行鉴

定，常需将蠕虫虫卵进行孵化以观察幼虫的形态来初

步鉴定虫种，然而有时幼虫亦无法反映成虫特征，因

此需借助现代分子生物学手段对寄生虫种类进行鉴

定。基于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兽医寄生虫学教研组

改变原来的针对每种动物仅进行蠕虫完全剖检法—
形态学—肉眼观察—标本保存的实践模式，实行系统

的寄生虫观察和鉴定的学习方法。对于人工造病的

鸡只，系统实习寄生虫人工造病的全过程以及球虫病

的临床诊断、实验室诊断和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 对

于各种动物查获的蠕虫，系统实习蠕虫完全剖检法和

蠕虫成虫、虫卵的肉眼和显微观察，以及幼虫孵化和

形态学显微观察等技术，系统认知寄生虫并掌握寄生

虫病的各种诊断技术。
3． 3 完善成绩测评体系

由于传统的实践教学与实验教学混在一起，没有

单独的成绩测评体系，有些高等院校甚至将实验教学

作为理论考试平时成绩的一部分［8］，这些做法大大

弱化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使学生只重视理论课、轻
视实践课。为了提高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和

兴趣性，将实践教学测评彻底从理论考试中剥离出

来，建立独立的考核评价体系。实验课和教学实习课

分别为独立的课程，实行百分制，各占 1 学分。兽医

临床生产实习为单独一门课程，将兽医各门临床课程
( 包括寄生虫学) 在临床实践中的综合情况作为最终

的考核，占 15 学分。实验课的考核分为三部分，即实

验报告( 70% ) 、实验操作( 20% ) 和出勤( 10% ) 。在

实验过程中，将 3 ～ 5 名学生分为一组，指定一名学生

为组长，实验操作成绩由小组组员和组长一起给一个

参考分数，教师依据这个参考分数，根据课堂表现最

终给定成绩。教学实习的考核分为四部分，即实习报

告( 50% ) 、实验方案设计( 15% ) 、实验操作( 25% ) 和

出勤( 10% ) 。实习前将 3 ～ 5 名学生分为一组，指定

一名学生为组长，其中实验方案设计成绩按照小组给

定; 实验操作成绩与实验环节的操作成绩方案一致。
经过近 5 年的 30 个教学班的实践，这种评价体系不

仅能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实践情况，还有利于培养学生

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
3． 4 建设合理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教师的教学能力是教学目标能否实现的前提，直

接影响课堂的教学质量［14］。构建满足培养适应当代

畜牧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的师资队伍是我国高等院

校动物医学专业的必备条件。经过长期的实践，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兽医寄生虫学教研团队形成了一支由

教授( 1 名) 、副教授( 2 名) 、讲师( 1 名) 和高级实验

师( 1 名) 组成的实践教学团队，该团队既有教学经验

和临床经验丰富的老教师( 教授和副教授各 1 名) ，

也有掌握了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和其他科研技术的

青年教师( 副教授和讲师各 1 名) 。这支师资队伍已

具备“双师型”实验教学队伍的能力，即他们既能从

事理论教学，也能从事实践教学; 既能搞科研，又能从

事专业技术工作［11］，完全满足兽医寄生虫学综合实

践教学的要求。他们在教学中充当学生的引导者、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