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梅州农业学校 梅州市理工学校

2023 级畜禽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一）专业名称：畜禽生产技术

（二）专业代码：610301

二、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学制 3年。

四、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畜禽生产技术专业知识，

具有动物饲养、管理及疾病防控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动物养殖、疾病

防治、防疫检疫、实验室检验、饲料、兽药、动物产品的营销及售后服务等工作的技术技能

人才。

五、培养规格

1.具有动物常见疾病防疫、检疫、诊断和治疗的基本知识和能力；

2.能够对动物制定正确的诊断程序，并能根据病情做出初步诊断；

3.在上级兽医师的指导下，能够对畜禽病例进行诊断，开具处方，向动物主人或看护人

员讲明动物的喂药要求和护理方法；

4.掌握动物卫生防疫的知识和技能，对已感染传染病或人畜共患病的动物，采取预防措

施并及时上报疫情；

5.掌握动物疾病或人畜共患病致病因素，药物使用、治疗方法，动物检疫以及兽医公共

卫生检验等基本技术；

6.掌握畜禽生产的基本知识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就业和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7.掌握畜禽生产技术现代化需要的动物疫病防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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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物检疫、动物疫病防治和动物食品卫生检；

8.能够剖检动物尸体，并掌握采集、保存和送检病料的方法，并进行病理学检查；

9.能正确使用与保养各种实验仪器设备，配制常用的实验试剂；

10.能对病畜的血、粪、尿进行常规检查；

11.能够正确掌握疫苗的运输和保存方法，能正确使用各种疫苗进行免疫接种；

12.具备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熟悉饲料和兽药的品种、性质和用途，具有吃苦耐劳的精

神。

六、课程教学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

1.思想政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课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

发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的基本内容，引导学生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2）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

本课程引导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掌握心理调适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法，帮助学生正

确处理生活、学习、成长和求职就业中遇到的问题，培育自立自强、敬业乐群的心理品质和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心理特点进行职业生

涯指导，为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基础。

（3）哲学与人生

本课程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讲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基本观点及其对人生成长的意义；阐述社会生活及个人成长中进行正确价值判断和行为选

择的意义；引导学生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学生成长奠定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基础。

（4）职业道德与法治

本课程着眼于提高中职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和法治教

育。帮助学生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基本要求，了解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增强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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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法治意识，养成爱岗敬业、依法办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2.语文

（1）中外文学作品选读

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阅读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不同体裁的中外优秀文学作品，在

感受形象、品味语言、体验情感的过程中，提高语言文化鉴别能力、文学欣赏能力和审美品

位，提升人文素养。

（2）古代诗文选读

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古代诗文，体会中华文化的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增进对中华文化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的认识和理解，抵制文化虚

无主义错误观点，提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更好地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中国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品选读

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阅读中国革命传统作品，深入学习革命志士以及广大群众为民族解

放事业英勇奋斗、百折不挠的爱国精神和崇高品质；深入了解中国革命过程中涌现出的英雄

人物和事迹，感受其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体认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进一步提高语言

运用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坚定理想信念，陶冶情操，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引导学生阅读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品，关注和参与当代文化生活，增强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使命感，坚定文化自信；

把握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一步提高阅读与欣赏、表达与交流，以及语文综合运用能力。

（4）职场应用写作与交流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职场应用写作，以及市场调查和策划、洽谈和协商、求职和应聘等

能力，提高学生职业道德意识，培养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为实现高质量就业和职业生涯发

展奠定基础。

3.历史

（1）中国历史

本课程主要讲述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开始于我国境内人

类产生，结束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阶段。

中国近代史始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止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中国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和瓦解的历史。中国现代史开始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

（2）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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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主要讲述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世界古代史始于早期人类的出

现，止于 15 世纪末期，其间不同地区和国家以不同形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

社会的发展过程。世界近代史始于 16 世纪初，终于 19 世纪末，是资本主义产生、确立和发

展的历史。世界现代史始于 20 世纪初，是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发展，并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

竞争、并存的历史。

4.数学

本课程初中数学的基础上，要求学生掌握好现代社会工作中生活必备的数学常识，进一

步培养学生的基本运算能力，基本计算工具使用能力，空间想象、数型结合、逻辑思维能力

和简单应用能力。

5.英语

本课程在初中英语的基础上，要求巩固学生的基础词汇和基础语法，使学生掌握一定的

语言基础本知识和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获得初步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在此基

础上，学生能从口头和书面材料中获取所需信息，能就熟悉的话题用英语进行简单的口头交

流，能读懂简单用文，能理解并仿照范例书写正常使用书信、便条、通知、说明等应用性文

字材料，并能使用工具书自主学习，为今后学习英语和熟练运用打下基础。

6.计算机应用基础

本课程在初中相关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常用操作系统的使用、

文字处理软件使用、电子表格软件使用、演示文稿软件使用、计算机网的基本操作和使用、

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的基本技能。通过教学，使学生具有一定的文字处理能力，数据处理能

力，信息获取、整理、加工能力，网上交互能力，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基础。

7.农用化学

本课程以土壤为基础，以植物营养为中心，以肥料为手段，综合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最后达到使作物增产的目的。主要讲授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的基础知识，为专业课打好基础。

8.体育与健康

本课程学习体育与卫生保健的基础知识和运动技能，掌握科学锻炼和娱乐休闲的基本方

法，培养学生从事未来职业所必须的体能和自觉锻炼的习惯；注重学生特长的发展；培养自

主锻炼、自我保健和自我调控的意识，全面提高身心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为终身锻炼、继

续学习与创业、立业奠定基础。

9.劳动实践

通过劳动实践，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认劳动不分贵贱，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

者，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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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良好劳动习惯。分为校内劳动实践和校外劳动实践两部分。校内劳动实践包括：实训室、

课室、洗手间、楼道，周边草坪及指定区域的清洁等；校外劳动实践包括：暑假自主参加实

习、实训或其它有益于身心发展的劳动实践等。

（二）专业基础课

10.家畜解剖生理学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主要讲授家畜解剖学基础知识、各器官系统的形态

结构及生理功能、主要家禽的解剖生理特点，为专业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11.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本课程属于应用课程，直接服务于畜禽养殖业与饲料工业的生产。通过研究家畜体与饲

料养分及环境的内在联系，揭示其供需动态平衡规律，为学好家禽传染病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12.畜禽环境卫生学

本课程是为动物生产专业方向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要求学生对家畜环

境与设施的建设施工、环境调控设备、自动控制设备等有最基本的了解，掌握有关畜禽养殖

的环境与设施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技术发展趋势；能够运用这些知识组织和配置有关动

物生产设施的建筑设计和施工等工作。

13.兽医微生物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理论方面要求掌握细菌、真菌、四体和病毒等微生物的基本形态、

结构、营养需求、毒力和致病性、遗传与变异的机理、外界环境影响因素以及分类与命名；

熟悉和了解常见畜禽病原微生物的基本特征、致病因子和机理以及基本的诊断和预防方法，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14.兽医临床诊断学

本课程是研究诊断动物疾病的方法和理论的课程，主要是运用兽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对疾病进行诊断的一门课程。通过实践和教学，使学生掌握兽医临床诊断学

的主要内容和临床检查的基本方法，重点使学生掌握动物的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

统和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的临床检查内容和方法。

15.兽医药理学

本课程是研究药物与动物机体相互作用规律的课程。其内容主要包括药物在体内的代谢

过程、药理作用和应用范围。通过动物药理学内容的讲授和实验，可使学生了解药物与机体

相互作用的规律，掌握药物防治疾病、促进生产以及新药开发和研制的知识和技能，为日后

从事基层生产、药政管理以及新药开发等领域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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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动物病理学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它是研究动物疾病的原因和条件、疾病过程中的体能、代谢、

形态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发生机制的科学，为进一步阐明疾病的本质，疾病的预防、

诊断及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三）专业核心课

17.兽医外科与外科手术学

本课程以实用为主，兼顾理论，以注重兽医外科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实践为根本

原则。主要内容包括概论、动物保定技术、无菌技术、麻醉、手术基本操作、输液输血与供

氧、显微外科与微创外科、外科感染、肿瘤、眼疾、头颈部疾病与手术、胸部疾病与手术、

腹部疾病与手术、直肠、肛门和泌尿生殖器官疾病与手术、跛行诊断、四肢疾病与手术、蹄

病等。

18.动物传染病学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动物传染病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流行性疾病的

发生、发展、转移的一般规律，不仅能为兽禽传染病而后寄生虫经的防治制订相关的控制策

略和措施，而且也对中毒性疾病、原因不明的恶性疾病等的病因研究与防治起着独特的作用。

通过流行病学的学习，使学生可以基本具备独立分析和解决本课程有关问题的能力，能更好

地适应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19.养猪及猪病防治

本课程是一门研究提高猪的生产力及养猪生产效益的课程，旨在培养综合运用动物营养、

饲料、遗传、育种、繁殖、环境卫生等基础理论知识，解决猪肉产生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提

高运用适宜的技术措施、管理方式、提供决策的能力，并提高动手操作和实验研究的能力。

20.养禽及禽病防治

本课程主要讲授养禽场的规划与建设、禽舍环境调控、家禽的品种、家禽繁育、家禽孵

化、家禽饲养管理、家禽常见疾病的防治和禽场的经营管理等。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养殖

以及禽病防治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21.宠物饲养及疾病诊疗技术

宠物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按动物用途可观赏用。本课

程主要讲授药用保健型的动物、观赏用的动物的养殖和疫病防治的内容。

22.动物防疫与检疫技术

本课程介绍了动物防疫法立法宗旨、调整对象和范围；动物传染病的传染过程、流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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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防疫措施，流行病学调查和分析方法；动物检疫的原则、分类方法，家畜、禽的临床检

查；动物产品检疫；患病动物屠宰后检疫和处理技术和方法；动物尸体剖检的步骤和检查内

容；消毒方法和消毒药品等。

23.宠物美容

本课程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宠物相关行业的管理与技能型人员。主要培养宠物美容师、宠

物护理师，从事宠物饲养及管理，基本的健康护理，对常见犬种的美容与修饰，然后通过实

训学会灵活应用所学知识，为以后的进一步深造与学习，为将来走上社会从事宠物行业等工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4.畜牧经济管理

本课程主要讲授农村经济与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培养学生利用经济信息与经济预测，

按经济规律组织、管理、发展商品生产能力。

（四）实践性教学和顶岗实习

25.实践性教学

以畜牧场常规管理、动物防疫、动物疫病为实践活动主题，巩固课堂所学理论及进行系

统的基本操作技能训练，使学生了解本专业的业务范围、管理环节、经营等基本情况，形成

职业认同。

26.企业顶岗实习

按企业生产的要求进行现场实习。实习期间，学校指派有经验的教师指导，并在实习单

位聘用兼职指导教师，主要使学生进行必要的职业体验和社会体验，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和

职业素质，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为就业做好全面的准备。

七、教学活动周数分配表

入

学

教

育

与

军

训

课

堂

教

学

校内集中实训

认

识

实

习

顶

岗

实

习

前

教

育

顶

岗

实

习

机

动

考

核

毕

业

教

育

寒

暑

假

合

计

一 1 17 1 1 4 24

内

容

周

数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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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8 0.5 0.5 1 8 28

三 18 1 1 4 24

四 18 1 1 8 28

五 1 18 1 4 24

六 18 1 1 8 28

合计 1 71 0.5 1 36 5.5 4 1 36 156

八、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类

型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和实训实习安排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课

堂

实

训

课

堂

实

训
课堂

实

训

课

堂

实

训

课

堂

实

训

课

堂

实

训

基

础

模

块

公

共

基

础

课

1 思想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 34 2

2 思想政治（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 2 36 2

3 思想政治（哲学与人生） 2 36 2

4 思想政治（职业道德与法治） 2 36 2

5 语文（基础模块Ⅰ） 2 34 2

6 语文（基础模块Ⅱ） 2 36 2

7 工匠精神 2 36 2

8 语文(职业模块) 2 36 2

9 历史（中国历史） 2 34 2

10 历史（世界历史） 2 36 2

11 计算机应用基础 4 70 2 2

12 化学 4 68 4

13 体育与健康 8 142 2 2 2 2

14 劳动实践 8 142 2 2 2 2

小计 44 776 16 12 8 8

专

业

基

础

1 营养与饲料 4 68 4

2 畜禽环境卫生 4 68 4

3 动物解剖生理 4 6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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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4 兽医微生物 4 72 4

5 淡水养鱼 4 72 4

小计 20 348 12 8

专

业

应

用

模

块

专

业

核

心

课

1 兽医外科与外科手术学 4 72 4

2 兽医临床诊断 4 72 4

3 养猪及猪病防治 8 144 4 4

4 养禽及禽病防治 8 144 4 4

5 兽医药理学 4 72 4

6 动物病理学 4 72 4

7 宠物饲养及疾病诊疗技术 4 72 4

8 动物传染病 4 72 4

9 畜牧业经营管理 4 72 4

10 宠物美容 4 72 4

小计 48 864 0 8 20 20

实

践

课

程

模

块

1 入学教育与军训 1 26 1 周

2 职业资格证书考核 2 52 1 周

3 顶岗实习 56 1008 顶岗实习

4 毕业教育 6 1 天

小计 59 1092

限

修

课

1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作品研读 2 36

2 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 1 18

小计 3 54

合计
17

5
3134 28 28 28 28

九、成绩考核

（一）课程教学考核

1.考试课程：学习成绩是根据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考勤、完成实验、

课外作业、课堂讨论、平时测验等）综合评定。对于有实践教学的课程，实践教学部分单独

评定成绩。

2.考查课程：学习成绩根据平时成绩和阶段性测验成绩综合评定。平时成绩可根据学生

出勤、听课、作业、课堂讨论等情况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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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教学环节课程考核

1.学生按照实训实习或专业化实训实习（综合实训实习或课程设计）大纲要求完成每项

实训实习项目后，撰写实训实习报告，由任课教师批改后，凡评定成绩达到合格及以上标准

的可获得该项目规定的学分。

2.实践技能考核项目：学生依据教务科制定的实践技能考核项目考核标准，在规定的学

期内组织考核，考核结束后，凡考核合格者可获得该项目规定的学分。

3.毕业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最后一个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是实践教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专业每名同学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撰写本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在规定的

时间内上交，由教务科组织专业教师评定，凡评为合格以上者可获得相应的学分。

4.学生军训实践

凡参加军训并完成每天的训练科目的同学可取得规定的相应学分。

十、毕业

本专业学生修完计划全部课程，并经考核全部合格或修满 175 学分，方可获得毕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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