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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级中高职衔接五年贯通制畜牧兽医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中职教育阶段：畜禽生产技术（专业代码：610301）    

高职教育阶段：畜牧兽医（专业代码：410303） 

二、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5 年。 

四、职业面向 

（一）就业领域：立足内江，面向成渝区域，担当畜牧业生产、

管理、营销、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 

（二）初始岗位群：畜牧业生产企业的饲养员、饲料品控员、疫

病防治员、宠物美容师、宠物兽医、办公室文员、库管人员等。 

 

 

所属专业

大类（代

码） 

所属专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

类别（代

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农林牧渔

大类(51) 

畜牧业类

(5103) 

 畜牧行业

(03) 

 

畜牧业生

产人员

(503) 

生产管理员 

畜禽繁殖员 

饲料品控员 

设备操作与维护 

动物疫病防治员 

技术服务人员（营销员） 

职业规划：生产总监、技术

总监、场长、区域经理 

动物检验检疫员 

动物疫病防治员 

全国执业兽医师 



 

 
 

（三）发展岗位群： 

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的学生经过实践锤炼后，能担负起畜牧行业相

关企业的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经营管理及新产品开发、

新技术应用等的技术骨干、场长、区域经理等岗位工作。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畜牧兽医专业培养立足内江，面向成渝经济区，用健康养殖技术

理念，紧密对接育种、扩繁、智能化养殖、环境控制与污物治理、营

销与推广等岗位，着重培养政治思想过硬，具有“三爱”精神（爱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掌握饲养管理、畜禽繁育、智能化养殖等关

键技术，精技术、重安全、懂经营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图 1.畜牧兽医专业岗位能力分析图 



 

 
 

由素质、知识、能力三个方面的要求组成。（以下为参照格式） 

1、毕业生具备的素质要求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

厚的爱国情感、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守法律、

遵规守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敬

业，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具有较强的实

践能力；具有质量意识、绿色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创新

精神；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进行有效的人际沟

通和协作，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具有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人文素养。具有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

能够履行建设祖国和保卫国家的神圣义务。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

心理承受能力、意志顽强，能适应各种艰苦环境工作。 

2、毕业生具备的知识要求 

具有与高职高专教育相适应的文化基础知识，具有政治、法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掌握畜牧兽医专业所需的专业基础知

识与专业知识；了解相关企业有关技术管理和质量控制及操作规范、

标准。具有畜牧企业经营与管理能力。 

3、毕业生具备的能力要求 

要求毕业生具备畜牧业生产、管理、营销、服务等技能。具有畜

牧企业生产、经营与管理能力。 



 

 
 

具有安全观念、规范操作观念：工作过程中，要根据操作规程与

安全作业指导，规范操作。 

凡事主动，学会自我激励：对本职工作要主动；对协助他人要主

动；对团队，对公司有利的事情要主动；对提升个人能力和素质的事

情要主动。 

团队、企业是一条大船：配合同事，配合上级，配合其他部门同

事及相关领导。 

积极乐观及长远的工作心态：要有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积极而

不着急；不投机，不计较，有担当，敢于梦想。 

 

六、人才培养模式 

畜牧兽医专业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

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和就业质量为根本。本专业筛选优质企业，分别与

四川德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铁骑力士集团、内江市种猪场、正

邦集团、正大集团、大北农集团、新希望集团、安佑集团等 10 余家

企业建立了基地共建关系，校企联动，实施“双核、四融、三结合”

中高职衔接五年贯通人才培养模式，及“工学交替、分段培养、能力

递进（三段式）”现代学徒制实践路径。 

1.统筹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双核、四融、三结合”中高职

衔接五年贯通人才培养模式 

对中高职不同层次教育的职业能力的界定应遵循互相贯通、逐级

晋升的原则。 

具体做法：首先，需要高职负责牵头，按照相关国家(行业)专业



 

 
 

标准、职业标准、中高职人才培养指导意见等要求，制订统一的人才

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模板（见附件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模板）；其次，学校和企业共同制订畜牧兽医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方

案，把中高职看成一个整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一定要有整体性，同

时注意各层次的递进衔接，创新“双核、四融、三结合”中高职衔接

五年贯通人才培养模式（见图 1-1）。实施校企协同育人，双核（职

业精神和职业技能）并重；突出思政、双创、“1+X”证书、新技术（四

融合）；深化“内江黑猪繁育”教研结合，“智慧农业创新创业大赛、

农产品兽药残留检测技能大赛”教赛结合和“内江黑猪生产技术”教

产结合（三结合）；培养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 

 
图 1-1“双核、四融、三结合”中高职衔接五年贯通人才培养模式 

2.创新“工学交替、分段培养、能力递进（三段式）”现代学徒

制实践路径 

工学交替教学方式是实现校企“双主体”育人、“双环境”培养

能力的关键。 

具体做法：首先，聚焦内江黑猪智能化养殖、智能化加工等新业



 

 
 

态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以内江黑猪产业为突破点，配合疫病防控和企

业生产实际，通过与四川德康农牧有限公司、正邦畜牧养殖有限公等

知名企业深度合作，实施以“工学交替、分段培养、能力递进（三段

式）”现代学徒制实践路径，培养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能力。其次，

每年与四川绵阳农业学校对接开设五年一贯制高职班，与合作企业形

成订单班；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真正做到以

学生为中心，有效提高课堂效率。 

 
 

图 1-2 “工学交替、分段培养、能力递进（三段式）”现代学徒制实践路径 

3.中高职衔接“厚基础重素养、强技能、促发展”的三阶段课程

体系 

瞄准以内江黑猪为主的农业特色产业信息化、智能化、无抗养殖

等新业态，聚焦四川省生猪产业，构建“3+2”中高职衔接的能力进

阶课程体系，突出四融合（思政、双创、“1+X”证书、新技术），培

养服务三农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具体做法：首先，创新“厚基础重素养、强技能、促发展”的三

阶段课程体系。第一阶段:聚焦“厚基础、重素养”，第 1、2 学年设



 

 
 

置公共素质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培养基本技能和基本素质；第二阶

段：对接产业“强技能”，第 3、4 学年设置岗位认知课程和专业核心

课程，培养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第三阶段：深入岗位实践，多元提

升“促发展”，第 5 学年开展基于学徒制的顶岗实习（定岗实习和轮

岗实习），培养岗位技能和综合素质。其次，对接岗位需求，校企共

同开发，实施核心课程模块化教学。以内江黑猪优质安全生产、无抗

养殖等新技术为引领，引入最新行业标准，围绕黑猪繁育等 4 个岗位

模块，以工作项目为载体、养殖生产任务为驱动，融入安全、信息和

装备技术等要素，校企共同开发《猪生产与猪病防治》等 4 门优质岗

位核心课程。（见图 1-2）。 

 
图 1-2“厚基础重素养、强技能、促发展”的课程体系 

4.教学方法改革 

中职阶段：培养自信心，具有责任心、进取心，敢拼敢干的精神；

锻炼抗打击能力，扛事能力，比如挖地种植牧草、施肥、粪水浇灌等；

加强专业自学能力培养，自学专业知识、自己做幻灯片、依靠协会参

加社会实践等；培养诚信原则，做作业、写实验报告在课堂自己完成，



 

 
 

不是拿来主义（抄袭）原则；专业技能项目在学徒制期间反复操作原

则。 

高职阶段：教学突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利用在线课程

平台，将信息技术融入教学，推动混合式课堂教学改革。通过第二课

堂、劳动实践活动，让学生树立热爱专业，运用知识为社会服务的志

向，培养具有“农匠精神”，拥有严谨科学观、具有创新创造能力的

新型农业人才。 

5.社会服务 

依托学生社团“畜牧兽医协会”与“农业科技协会”进行的“科

技下乡”服务；依托专业群教师进行教育培训、区域技术服务；依托

“内江本土畜牧养殖研究中心”进行科研服务。 

七、课程设置及要求 

我校课程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技能）课程和学生活动

课程（第二课堂）。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融入有关国家教学标准要求，

融入行业企业最新技术技能，注重与职业面向、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岗

位工作任务的对接。 

（一）公共基础课程 

1、中职阶段公共必修课设置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考核 学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说明 1 2 3 4 5 6 

总学时 理论 实践       

00286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 36 32 4 2      
思想政治

课程 
002868 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  2 36 32 4  2     



 

 
 

001553 哲学与人生  2 36 32 4   2    

002869 职业道德与法治  2 36 32 4    2   

002870 中国历史  2.5 44 38 6 3      

历史课程 

002871 世界历史  1.5 28 26 2  2     

001490 语文(1) √ 2 36 30 6 2      

语文课程 

 

001491 语文(2) √ 2 36 30 6  2     

001492 语文(3) √ 2 36 30 6   2    

002052 语文(4)  2 36 30 6      2 

001202 数学(1) √ 2 36 36 0 2      

数学课程 001203 数学(2) √ 2 36 36 0  2     

001204 数学(3)  2 36 36 0      2 

001469 英语(1) √ 2 36 18 18 2      

英语课程 001470 英语(2) √ 2 36 18 18  2     

001471 英语(3)  2 36 18 18      2 

001262 体育与健康(1)  1.5 26 4 22 2      

体育与健

康课程 

001263 体育与健康(2)  1.5 28 4 24  2     

001264 体育与健康(3)  1.5 26 4 22   2    

001265 体育与健康(4)  1.5 28 4 24    2   

001995 体育与健康(5)  1 18 4 14      2 

001462 音乐  1 18 9 9 2      

艺术课程 

002225 美术  1 18 9 9 2      

002439 
入学教育及军训(军

事教育) 
 2.5 48 24 24       进行 2周 

000459 国防教育  0 16 16 0        



 

 
 

000432 公益劳动  0 48 0 48       机动安排 

001081 社会实践  0 24 0 24       假期安排 

000640 计算机应用基础 √ 4 64 32 32 4      线上学习 

003181 计算机考证实训  2 32 0 32  2     线下学习 

002873 创新创业教育(1)  0.5 8 8 0   2     

002874 创新创业教育(2)  0.5 8 8 0    2    

小计 共 19门  50.5 986 600 386        

注：以上课程设置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方案》（教职成厅〔2019〕6号）文

件精神为中职阶段最低要求，中职学校可根据本校情况增加课程学时或课程。 

2、高职阶段公共必修课程设置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考核 学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说明 7 8 9 10 

总学时 理论 实践     

003303 思想道德与法治(1)  0 24 20 4 2     

003304 思想道德与法治(2) √ 3 24 20 4  2    

0033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32 28 4  2    

00328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 3 48 42 6   2   

001408 形势与政策(1)  0 8 6 2 2     

001409 形势与政策(2)  0 8 6 2  2    

001410 形势与政策(3) √ 1.5 8 6 2   2   

000188 大学生心理健康(1)  0 16 12 4 2     

000189 大学生心理健康(2) √ 2 16 12 4  2    

001117 实用英语(1) √ 2 32 24 8 2     

001118 实用英语(2) √ 3 48 32 16  4    

001482 应用数学 √ 3 48 48 0  4    



 

 
 

00244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2 32 32 0 2     

001254 体育(1)  2 36 2 34 2     

001255 体育(2)  2 36 2 34  2    

002866 军事理论  2 36 36 0  2    

002865 入学教育及军事技能  1.5 24 4 20      

000077 安全教育  0 12 12 0 讲座、7-10学期机动安排  

002797 劳动教育  0 16 0 16      

003182 创新创业教育(3)  0.5 8 8 0 2     

小计 共 13门 29.5 512 352 160      

3、公共任选课程设置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阶段 
总学时 理论 实践 

900015 美育课程模块 1 20 20 0 

中职教育阶段开设 

 

高职教育阶段开设 

900016 语文模块 1 20 20 0 

900017 职场英语模块 1 20 20 0 

900018 普通话模块 1 20 20 0 

900003 人文素质模块 1 20 20 0 

小计 共 5门 5 100 100 0  

（二）专业（技能）课程 

1.岗位、能力与课程对接表 

序

号 
职业岗位 能力要求 

专业核心课程 

名称 
专业基础课程名称 

1 生产管理员 

掌握规模化养殖的技

巧；掌握常见疾病的

防控措施。 

猪生产与猪病防治 

禽生产与禽病防治 

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营养与饲料 

2 动物防疫员 

动物科学饲养，动物

健康保健，动物疾病

诊断与治疗。 

动物传染病； 

中兽医药应用技术 

动物营养与饲料 

兽医临床诊疗技术 



 

 
 

序

号 
职业岗位 能力要求 

专业核心课程 

名称 
专业基础课程名称 

3 动物检疫员 动物疾病检验检疫。 

动物病理学； 

畜牧兽医实验室综合

技术 

动物微生物与免疫 

4 
技术服务人员 

（营销员） 

饲料、兽药、种猪等

营销与售后服务。 

猪生产/禽生产； 

市场营销与策划 

动物营养与饲料 

畜禽繁殖与遗传改良 

 

2. 实训课程与职业能力对接表 

序

号 
实训课程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培养职业能力 

1 动物解剖生理 

实训一  动物体的基本结构。 

实训二  八大系统的组成；主要器官

形态、位置。 

实训三  家畜家禽生理活动规律及机

理。 

培养基础专业知识

的把控能力，掌握家

畜家禽生理活动规

律及机理，特别是生

殖系统的发育与生

殖内分泌系统；引导

基础知识指导畜禽

生产与疾病防治。 

2 动物营养与饲料 

1、饲料原料分类。 

2、饲料原料质量鉴定。 

3、简单饲料配方制定。 

4、饲料储藏。 

5、青贮饲料制作和使用。 

6、饲料添加剂（益生菌等）使用。 

培养营养调控指导

生产实践的能力，加

强违规添加剂应用

的危害，倡导减少抗

菌药在规模化养殖

的应用。加强霉菌毒

素感染对畜禽危害

的认识并加以控制

解决。 

3 动物微生物与免疫 

实训一  微生物的形态观察识别，细

菌涂片、染色，镜检。 

实训二  病原微生物的培养及微生物

检测方法，消毒方法。 

实训三  血清学实验。 

培养认真负责的工

作态度和严谨细致

的工作作风。引导有

益微生物在畜群中

的大量使用，特别是

益生菌在健康肠道

的应用。加强疫苗在

养殖场中的科学正

确使用。强化霉菌毒

素的检测技能和生

产危害功能。 

4 兽医临床诊疗技术 

实训一  动物的接近和保定 

实训二  一般检查 

实训三  消化系统检查 

培养家畜疾病临床

诊断方法；能够正确

的给药；能够对内科



 

 
 

序

号 
实训课程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培养职业能力 

实训四  呼吸系统检查 

实训五  生殖系统检查 

实训六  治疗技术 

疾病进行治疗；能够

对疾病做出鉴别诊

断。 

5 中兽医药应用技术 

实训一  中兽医四诊的应用 

实训二  兽医临床常用中药材识别技

术 

实训三  用中药的功能主治识记 

实训四  常用兽医处方药识记 

实训五  牛病的辨证论治 

培养中兽医的理论

基础、脏腑学说、八

纲辨证、四诊的应

用、辨证论治、能识

记常用的中药会应

用经典方剂。 

6 猪生产与猪病防治 

实训一  猪场的规划布局  

实训二  猪的品种鉴定 

实训三  猪的营养调控 

实训四  猪的采精和猪精液品质检查 

实训五  猪发情鉴定与人工输精  

实训六  猪的驱虫 

实训七  猪注射（常规保健） 

实训八  猪的免疫接种 

实训九  猪前腔静脉抽血、血清制备 

实训十  猪的拉稀预防与治疗 

培养认真负责的工

作态度和不怕脏、不

怕苦的工作作风。 

培养猪的遗传繁殖、

营养调控，猪场环境

监控、饲养管理、免

疫以及免疫监测、养

猪场的修建、猪场的

经营管理。重点解决

繁殖障碍病、肠胃疾

病、内科病的诊断与

防治。 

7 禽生产与禽病防治 

实训一  家禽的饲养及家禽孵化、段

喙、饮水、保温。 

实训二  家禽疫苗与药物注射。 

实训三  血凝实验（正确的操作程序，

熟练整个过程及结果判断能力；） 

实训四  家禽消毒，家禽投药方法。 

实训五  家禽主要疾病诊断，家禽主

要疾病预防。 

培养认真负责的工

作态度和不怕脏、不

怕苦的工作作风。 

培养实验实训正确

的操作程序，实验操

作重点环节的把握

等。 

8 
畜牧兽医实验室综合

技术 

实训一  玻璃器皿的包扎及灭菌 

实训二  细菌的分离及培养 

实训三  常用染液的配制 

实训四  细菌染色技术 

实训五  琼脂糖扩散实验 

实训六  药敏实验 

培养将基本的理论

知识与具体的实验

操作相结合的能力，

能够熟练操作实训

室常用的仪器设备。 

 

（三）学生活动课程（第二课堂） 

课

程

类

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说明 7 8 9 10 

总学时 理论 实践     



 

 
 

第

二

课

堂 

思想政治 1 16 0 16 

在高职阶段开设第二

课堂类课程，总学分为

5学分，总学时为 80

学时。以活动形式开

展，不占课堂教学，7-9

学期持续进行。 

 

人文素质 1 16 0 16 

创新实践 1 16 0 16 

身心健康 1 16 0 16 

行为规范 1 16 0 16 

共 5门 5 80 0 80   

（四）课程学时和学分分配表 

类别 
学时 

备注 
中职阶段 高职阶段 

理论教学总学时 1180 734 
专业群平台课+专业群方向模块课+拓展

课 

实践教学总学时 1090 1018 课内实践教学+单独设置实践环节 

教学总学时（理论+实

践） 
2270 1752 

中职阶段：理论课时占总学时 52%，实践

教学占总学时 48% 

高职阶段：理论课时占总学时 42%，实践

教学占总学时 58% 

课程类别 

中职阶段 高职阶段 

课程

门数 
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课程

门数 
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公共必修课 19 986 43% 13 512 29% 

第二课堂 5 80 4% 0 0 0 

专业必修课 11 480 21% 4 256 15% 

岗位实习 1 288 13% 1 792 45% 

专业选修课 7 336 15% 8 208 11% 

公共任选课 5 100 4% 0 0 0 

合计 48 2270 100% 26 1752 100% 

八、教学进度总体安排表 

（一）教学活动周安排 



 

 
 

序

号 
教学环节 

第一学

年 

第二学

年 

第三学

年 

第四学

年 

第五学

年 
合计

（周） 
1 2 3 4 5 6 7 8 9 10 

01 
入学教育（含专业认

知）、军训 
2      1.5 2    

02 理论及实践教学 16 18 6 18 12  16 16    

03 技能训练（实训）     1       

04 岗位实习      12  12 18 6  

05 机动 1 1 1 1  1 1 1    

06 考核 1 1 1 1 1 1 1 1 1 1  

学期计划总周数 20 20 20 20 20 14 20 20 20 20  

（二）专业技能训练安排 

技能

层次 

开设

学期 

学

时 

学

分 
职业能力 实践项目 相应课程 

基础

技能 
1.2 64 4 

动物科学饲养，动

物健康保健，动物

疾病诊断与治疗。 

1、饲料原料分类。 

2、饲料原料质量鉴定。 

3、简单饲料配方制定。 

4、饲料储藏。 

5、青贮饲料制作和使用。 

6、饲料添加剂（益生菌等）

使用。 

7、动物体的基本结构。 

8、八大系统的组成；主要器

官形态、位置。 

动物解剖生

理 

动物营养与饲

料 

专项

技能 
3.4 64 4 

动物疫病防治员

等工作岗位所需

的知识、技能和相

关专业工具。 

1、动物的接近和保定 

2、一般检查 

3、消化系统检查 

4、呼吸系统检查 

5、生殖系统检查 

6、治疗技术 

猪生产 

禽生产 

牛羊生产 



 

 
 

7、猪场的规划布局  

8、猪的品种鉴定 

9、猪的营养调控 

10、猪的驱虫 

11、猪注射（常规保健） 

综合

技能 
5 256 12 

生产和预防疾病

相关知识、获得猪

生产技术和管理

的能力，能解决生

物安全岗位工作

和疾病预防 

1、猪的免疫接种 

2、猪前腔静脉抽血、血清制

备 

3、猪的拉稀预防与治疗 

4、猪的采精和猪精液品质检

查 

5、猪发情鉴定与人工输精  

岗位实习 

 

（四）课程教学进程安排 

学 

年 

学 

期 

教学周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一 
1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二 
3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三 
5 〓 〓 〓 〓 〓 〓 〓 〓 〓 〓 〓 〓 〓 〓 〓 〓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四 
7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五 
9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    

 

入学教育△       考试︰          实践教学○        理论教学〓        军训★    

毕业答辩▲       岗位实习☆      技能鉴定●        毕业设计（论文）□ 
 

九、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本专业现有专兼职教师 18 人，“双师素质”教师 10 名，硕士研



 

 
 

究生 12 名，教授 3人，副教授 4 人，讲师 11人，“双师型”教师 70%。

形成了教学经验丰富、实践操作技能较强、双师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

的教学团队，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2名。校内形成“以老带新”培养

青年教师制度，为青年教师提供成长发展平台，专兼职双师素质教师

队伍结构合理。 

序号 青年教师 指导教师 备注 

1 段茜 张娟 理论+实践 

2 邢耀潭 陈柯 理论+实践 

3 戴碧红 杨文 理论+实践 

4 杨兴涛 杨文 实践 

5 温倩 李福泉 理论+实践 

6 诸明欣 陈张华 理论+实践 

7 张勇 杨文 理论+实践 

8 龚志成 钟余守 理论+实践 

9 张玲 张娟 理论+实践 

（二）教学设施 

1  

1.校内实训基地：主要实训室名称及基本条件、主要功能。 

校内实训基地 

实验室名称 实验室功能 备注 

1 

营养与饲料分析检

测和现代养殖建设

中心 

（105） 

（1）对外开放市场，开展饲料营养成份与有

害成份检测工作（饲料原料、成品等样品各类指

标检测任务，如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粗纤

维、水分、黄曲霉素、兽药残留等）；  

（2）对外开放市场，撰写可行性报告（现代

化畜禽场规划设计以及协助建设养殖场）和开展

 



 

 
 

养殖技术推广及合作社社员培训； 

（3）科技下乡和进驻养殖场，开展养殖技术

推广以及养殖场先进管理技术的推广、培训与咨

询等服务； 

（4）开展畜禽品种改良、保健理念和技术推

广, 为全国的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2 
畜禽疾病检测中心 

（105） 

（1）畜禽疾病的诊断、流行病学调查与防控

技术的研究； 

（2）动物疫病大体标本、血清与病原样品的

收集、整理和保存； 

（3）PCR技术培训：提高参培科技人员的 PCR

技术知识和实验技能； 

（4）对外检测项目：针对养殖场疾病的早期

诊断、疫苗免疫效果的监测，进行猪、鸡、兔抗

体检测，如猪瘟病毒 ELISA 抗体检测；蓝耳病抗

体检测；猪伪狂犬病病毒检测；新城疫抗体检测；

细菌病常规诊断； 

（5）常见畜禽疫病防控技术培训。 

 

3 

宠物养护与疫病防

治中心 

（105） 

（1）对外开放市场，如宠物护理、宠物美容、

宠物繁育等； 

（2）对外开放市场，如常见宠物疾病的诊断、

流行病学调查与防控技术的研究； 

（3）重点对外服务免疫注射与犬细小病毒、

伪狂犬的抗体监测以及治疗。 

 

4 
基础化学实验中心 

（105） 

（1）实验中心能够承担生物技术系各类化学

实验平台课，主要面向畜牧兽医、兽药生产与营

销、作物生产、园林技术、食品营养与检测、食

品加工技术等六个专业； 

（2）基础化学开放性实验项目：常用仪器的

 



 

 
 

使用；各种溶液浓度的配制；酸碱溶液的标定 ；

气相色谱测定混合醇的含量；紫外分光光度法测

定苯酚的含量；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钙的含量、

黄曲霉素的测定等； 

（3）开展应用化学相关的研究(如中草药有

效化学成分的提取、乳酸菌的分离筛选及其微生

态制剂的制备等)； 

（4）实验中心对全院各专业学生和外校开放

实验室，对校内外科学研究提供服务。 

5 
微生物实验室（一） 

（105） 

（1）微生物培养基的制作与灭菌技术，学习

干热灭菌、高压蒸汽灭菌、紫外线灭菌和微孔滤

膜除菌的原理和应用范围，学会干热灭菌箱、高

压蒸汽灭菌锅、恒温培养箱的使用。  

（2）显微镜的使用技术，了解构造及保养方

法，熟练显微镜的使用和微生物、细胞形态检查；

细菌染色和细菌培养物涂片革兰氏染色等；  

（3）病料中细菌的的分离、培养、观察，以

及菌种保藏； 

（4）细菌病敏感药物的筛选----药敏片制

片、分装、灭菌、干燥(温箱)； 

（5）自来水卫生指标检测（菌落总数和大肠

杆菌测定）； 

（6）核酸的提取；核酸含量测定； DNA 的酶

切鉴定与琼脂糖凝胶电泳；单克隆抗体技术。 

 

6 

微生物实验室（二） 

——显微互动系统 

（105） 

（1）显微互动系统是将数码显微镜与计算机

系统和网络等相互结合,在师生共享清晰图像的

同时,还可以利用语音系统互相交流。 

（2）显微数码互动系统更新了病理实验课的

教学模式，学生有效观察病理切片和大体切片，

 



 

 
 

并对正常组织切片和大体标本做比较观察，提高

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 

（3）显微互动系统将切片和标本图像按教学

进度和课程内容的安排存储在电脑；指导学生观

察每张切片和每个标本的病变位置； 

（4）可以将同一张切片不同放大倍数的图像

在同一界面表现出来；或不同的切片组织图像在

同一界面表现出来进行比较和回顾，增强学生兴

趣； 

（4）组织切片小测验和以及期末切片考试。 

 

2  

合作企业名

称 

企业/

单位

类型 

提供实训岗位或训练项目 
接纳学生人数/企

业 
备注 

温氏集团 民营 养猪及猪病防治技能训练 20～30人/家 
 

正邦集团 民营 养猪及猪病防治技能训练 20～30人/家 
 

德康集团 民营 养猪及猪病防治技能训练 20～30人/家 
 

安佑集团 
台资 

民营 
养猪及猪病防治技能训练 10～20人/家 

 

大北农集团 民营 养猪及猪病防治技能训练 10～20人/家  

四川铁骑力

士集团 
民营 

养猪及猪病防治技能训练 

养禽及禽病防治技能训练 
10～20人/家 

 

傲农集团 民营 
养猪及猪病防治技能训练 

 
20～30人/家 

 

正大集团 外资 
养猪及猪病防治技能训练 

养禽及禽病防治技能训练 
10～20人/家 

 

新希望六合

集团 
民营 养猪及猪病防治技能训练 10～20人/家 

 

大好河山猪

业集团（种

猪）） 

民营 养猪及猪病防治技能训练 10～20人/家 

 

牧原集团 民营 养猪及猪病防治技能训练 10～20人/家  

四川巴尔集

团 
民营 养猪及猪病防治技能训练 10～20人/家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rs=1&u=http%3A%2F%2Fwww%2Ehbrc%2Ecom%2Frczx%2Fshownews%2D2945059%2D14%2Ehtml&p=baidu&c=news&n=10&t=tpclicked3_hc&q=zhaoying_cpr&k=%B5%E7%C4%D4&k0=%B5%E7%C4%D4&k1=%BF%CE%B3%CC&k2=%D2%BD%D1%A7&k3=%B5%E7%C2%B7&k4=%B4%E6%B4%A2&k5=%CC%BD%CB%F7&sid=96d51498215591a4&ch=0&tu=u1615271&jk=c3e1e1130fa40680&cf=29&fv=13&stid=9&urlid=0&luki=5&seller_id=1&d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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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与新希望集团、温氏集团、牧原集团、铁

骑力士集团等数十家大中型企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校企双方

互为人才培养基地。 

（三）教学资源 

引进了畜牧兽医相关课程资源，结合学院所处的区域对畜牧兽医

专业需要，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共同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在

省级示范建设的基础上，提出社区课程的建设，目前已完成了《动物

营养与饲料》、《养猪生产与猪病防治》、《禽生产与禽病防治》、《畜禽

繁育与品种爱良》、《动物防疫与检疫技术》、《动物微生物与免疫》、

《动物解剖与生理》、《宠物美容与护理》《畜产品加工》9 门课程资

源。近年来共发表论文 100 余篇，编写教材 20 余部，省级精品课程

2 门，省级项目 3 项。 

在课程建设中，依托学院学生素质平台建设，将职业道德、人文

素质教育贯穿培养全过程；注重将学生的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相融合。

将优秀的校园文化与先进的企业文化结合，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爱岗

敬业、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升。 

（四）教学方法 

倡导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特点，实行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等

多种形式的理实一体教学模式，在做中学、在学中做。 

（五）教学评价 

建立科学客观的教学评价体系，根据课程特点，建立注重学习结



 

 
 

果与学习过程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根据专业特点，建立学生、教师、

家长、行业企业相结合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 

（六）质量管理 

畜牧兽医专业在实施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诊断与改进、不断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十、毕业资格与要求 

（一）毕业资格 

学生在中职阶段学习期满，经考核合格后获得转录高职阶段继续

学习的资格。学生未达到高职专业学习要求或自愿放弃高职阶段学习，

但达到中职毕业要求的，可以颁发中职毕业证书。学生完成后两年学

习，所有课程通过考核合格后，获得国家承认的高等教育专科层次毕

业证书，并可按照“专升本”政策要求，通过考试或技能免试等途径，

升入本科层次教育学习。 

（二）职业资格证书 

证书名称 等级 以证代考科目 
代考科目成

绩认定 
颁证单位 

考证时间 

（学期） 
对接岗位 

执业兽医师 资格证 职业技能实训 以通过为准 农业部 学校期间 执业兽医 

动物疾病防治员 高级 职业技能实训 以通过为准 农业部 10 防疫主管 

动物检疫检验员 高级 职业技能实训 以通过为准 农业部 10 执业兽医 

证书要求：鼓励学生毕业时取得一项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或行业等单位颁发的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含“1+X”证书）。 

（三）其他要求 

为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和发展需要，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鼓



 

 
 

励学生自主学习和提升职业素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根据《内江职

业技术学院高职学生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办法（试行）》（内职院〔2021〕

54 号）文件，鼓励学生通过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创新创业、竞赛、

继续教育等方式进行学分认定和转换。



 

 
 

十一、制定与审核 

制订人员签字（行业、企业人员不少于 2 人） 

 

 

年    月    日 

论证人员签字（行业、企业专家不少于 2 人） 

 

 

年    月    日 

专业带头人（教研室主任）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