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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块开发论证报告 
一、论证内容 

根据《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中等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0〕9号)精神和《教

育部办公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申报 2010

年度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项目的通知》(教职成厅

函〔2010〕34 号)要求，2013 年 4 月，我校经过自治区教育厅组织申报评

审，教育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组织专家复核，成为 2013

年度中央财政立项支持的 285 个“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建设项目单位之一。 

畜禽生产技术专业前身为饲养专业、养殖、畜禽生产专业，创办于 1954

年，于 2010年过渡为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专业，是我校传统专业和重点建

设专业，并于 2010 年成为自治区示范性专业。在 2013 年 7 月 10 日至 7 

月 31日，我专业深入开展了调研，并得出了基于工作过程的系统化课程体

系。课程结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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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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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告将针对以上课程结构进行合理性、可行性及风险性的论证。 

二、合理性分析 

（一）构建思路合理 

组建由企业、学校及行业专家组成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在专业建

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组建调研小组，重点对企业进行调研，分析研究

确定完成工作任务所必备的职业能力要求，把相互关联的一组工作任务归

并、整合为具有课程开发价值的典型工作任务（行动领域）。遵循学生职业

能力培养规律，按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开发出递进式职业技能项目模块（即

课程），每个项目模块下划分为若干个项目任务。以真实（企业）工作任务

为载体设计教学项目和教学单元，使整个专业技能项目模块的建构具有很

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职业化模

块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构建思路如图 1所示。 

专业建设指导

委员会

专业建设指导

委员会

行业企业

专家

行业企业

专家

教育行业

专家

教育行业

专家

调研调研
职业岗位

分布

职业岗位

分布
典型工作

任务

典型工作

任务
岗位能力

分解

岗位能力

分解 课程内容课程内容 课程体系课程体系

图 2 课程体系构建工作流程 

（二）调研范围合理

本次针对课程体系建设所做的调研涵盖了行业企业、学校及学生三方。 

1.调研企业

表 1 调研企业信息 

序号 单位名称 企业性质 业务性质 企业规模 

1 广西杨翔集团 民营 养殖 500以上 

2 平南县兴牧瘦肉型种猪场 民营 养殖、食品加工 5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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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西博白县康然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民营 养殖 500以上 

4 广西博白县养猪协会 协会 500以上 

5 广西贵港市顺宝兽药公司 民营 养殖 200-500

6 广西金陵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 动物保健品销售 100人下 

7 玉林市安胜动物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动物保健品销售 50人下 

8 陆川县国发养殖有限公司 民营 养殖 200-500

9 广西陆川县英平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 养殖 50人下 

10 陆川县广东温氏畜禽有限公司 民营 养殖 100-200

11 玉林市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台湾合资 养殖 500以上 

12 广西参皇养殖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制 养殖 200-500

13 广西春茂农牧集团公司 股份制 养殖 200-500

14 玉林正邦饲料有限公司 民营 养殖 200-500

15 广西福昌种猪科研有限公司 民营 养殖 100-200

16 广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民营 养殖 200-500

17 广西康佳龙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 养殖 200-500

18 广西正康种猪有限公司 民营 养殖 500以上 

首先，此次调研企业共 18 家，覆盖区域包括、玉林、贵港、平南等，

基本包括区内主要畜牧发达区域； 

其次，调研企业性质包括民营、股份及合资企业，其中以民营为主，为

75%，这与畜牧业的实际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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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调研企业性质 

再次，此次调研企业的业务性质包括养殖、畜牧相关产品营销及畜牧

相关产品加工。一方面覆盖了从原料到产品至销售的整个产业链；另一方

面，养殖场占 76%，为此次调研主体，与中职生就业目标保持一致。 

图 4 调研企业业务性质 

最后，调研企业规模从几十到几千不等，但规模在 200-500 及 500 以

上的比例共 72%，与实际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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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调研企业规模

以上数据均表明，此次调研企业选取合理，具典型性。 

2.调研学校

调研学校信息如下所示： 

表 2 调研学校明细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备注 

1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东路 176号 自治区示范性高职院校 

2 广西水产畜牧学校 广西南宁市青山路 7号 自治区示范性中职学校 

3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玉林市人民东路 198号 自治区示范性中职学校 

区内含有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专业共 6 所，选取了其中三所学校进行

调研。其中包括了自治区示范性高职院校及自治区示范性中职学校。所选

调研学校具典型性。 

3.学生

此次针对工作 2-3 年学生进行了调研。选择 2-3 年学生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他们有了企业的工作经验，能够提出较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另一

方面，他们离校时间为 2-3 年，所受教育与当前教育体系较为相近，提出

的意见较有针对性。 

（三）数据支持有力

2013年 7月 10日到 7月 31日，我专业抽调了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

进行了调研活动。经过此次深入代表性企业调研，明确畜禽生产与疾病防

治专业面向的主要职业岗位群，召开专业指导委员会会议，分析研究确定

20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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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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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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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作任务所必备的职业能力要求，把相互关联的一组工作任务归并、

整合为具有课程开发价值的典型工作任务（行动领域）。遵循学生职业能力

培养规律，按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开发出递进式职业技能项目模块（即课程），

每个项目模块下划分为若干个项目任务。以真实（企业）工作任务为载体

设计教学项目和教学单元，使整个专业技能项目模块的建构具有很强的系

统性、实用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职业化模块课程

体系。 

我专业对岗位群及典型工作任务进行了汇总，并对核心能力进行了分

析，详细信息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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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专业课程体系解析图 

序号 岗位名称 典型工作任务 

能力要求及课程分析 
职业资

格证书 职业核心能力 
对应专业课

程 
职业素质 

对应文化素质

课 

1 饲养员 

畜禽品种识别 
具备正确识别常用畜禽品种

的能力。 

《家畜饲养

管理》 

《家禽饲养

管理》 

1.具备良好政治

思想素质、道德

品质和法律意

识。 

2.牢固树立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

生态理念。 

3.具备一定的人

文、科学素养，形

成良好的生活态

度，具有健康的

身体和良好的心

理素质。 

《职业生涯规

划》 

《职业道德与法

律》 

《经济政治与社

会》 

《哲学与人生》 

《语文》 

《数学》 

《英语》 

《化学》 

《计算机应用基

础》 

《体育与健康》 

家畜/家

禽饲养

工 

畜禽选料饲喂 

具备识别畜禽饲料原料和配

合饲料的能力。 

具备分类保管、使用畜禽饲

料原料和配合饲料的能力。 

畜禽管理基本技能 
具备正确饲养管理不同阶段

家畜家禽的能力。 

饲养管理登记 
具备正确进行饲养记录的能

力。 

畜禽基本结构形态及常

用生理常数识别 

具备熟练识别畜禽体全身骨

骼、关节、全身肌肉、体表淋巴

结、各器官的形态位置以及在体

表的投影位置的能力。 

《畜禽解

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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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准确测定畜禽的生理常

数的能力。 

4.具备吃苦耐

劳、积极进取、敬

业爱岗的精神。 

5.具备勤于思

考、善于动手、勇

于创新的精神。 

6.具有良好的团

队合作精神、人

际交往能力和社

会适应能力。 

7.具有正确的就

业观和一定的创

业意识。 

8.具有高度的责

任感和严谨、踏

实的工作作风。 

9.具有终身学习

的意愿与能力。 

《音乐鉴赏》 

2 

家禽孵化技术

员（初级技术

员） 

禽蛋孵化 

具备正确使用孵化机及进行

种蛋处理的能力。 

具备进行孵化管理的能力；

具备鉴别胚蛋质量、初生雏选择

分级及雌雄鉴别的能力。 

具备解决生产中的一般性技

术问题的能力。 

《禽蛋孵

化》 
畜禽繁

殖工 

3 

畜禽繁殖技术

员（初级技术

员） 

发情妊娠鉴定 
具备正确鉴定母畜发情的能

力。 《家畜繁殖

基本技能》 
家畜配种 

具备为不同家畜进行采精及

人工输精的能力。 

4 

动物疫病防治

员（初级技术

员） 

动物疫病监控及预防 

具备正确依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进行畜禽防疫管理的能力。 

具备准确选用消毒药、疫苗

及药物进行消毒处理、疫病预防

的能力。 

《畜禽疫病

防控》 

动物疫

病防治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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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用药常识及常见

动物病理识别 

具备识别常见药物、中草药

并熟练判断质量、应用；具备正

确管理药房的能力。 

具备正确识别基本病理变化

并熟练剖解动物尸体、进行病料

采集、保存和运送的能力。 

《兽医基础

知识识别》 

5 

兽医技术主管 

（高级技术

员） 

微生物检验及实验室诊

断 

具备识别常见微生物、正确

操作微生物检查的常用器设备、

进行常用血清学试验和细菌学检

查的能力。 

《微生物检

验及实验室

诊断》 

动物临床诊疗 

具备确进行临床检查、书写

病历、对动物进行给药的能力；

具备操作各种外科手术的能力。 

《兽医临床

诊疗》 

畜禽疾病诊断防治 

具备熟练诊断和防治畜禽的

常见疾病的能力。具备熟练进行

畜禽场保健的能力。 

《家畜疾病

防治》 

《家禽疾病

防治》 养殖场免疫程序制定 
具备根据养殖场条件制定合

适的免疫程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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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畜禽养殖技术 

主管 

养殖场环境监控 

具备影响家畜生产力的环境

因素的测定及控制措施，制定养

殖场的环境保护措施、卫生防疫

制度、污物处理程序等，同时掌

握各种养殖场的规划设计能力。 

《养殖场环

境控制》 

饲料配方设计 具备正确进行常见饲料原料

识别及品质检验、加工调制的能

力。 

具备根据动物营养需要制定

比较简单饲料配方及加工的能

力。 

具备识别畜禽常见营养代谢

障碍症的能力。 

《动物营养

与饲料加

工》 
饲料筹划分析 

畜禽引种育种 
具备利用遗传理论指导畜禽

选种、选配及杂交生产的能力。 

《畜禽遗传

与育种》 

7 
养殖场业务主

管 
畜禽场业务管理 

具备分析养殖行业现状、影

响市场价格的主要因素、规模化

养殖场的内部组织结构、生产管

《畜禽场经

营管理》 



12 

理任务的能力。 

具备制定养殖场周转计划及

常见的员工激励措施的能力。 

畜禽产品营销 

具备分析财务风险、偿债能

力、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市

场，选择目标市场、常用营销策

略的能力；具备正确运用上门推

销的工作流程的能力。 

产品成本核算 
具备分析养殖场生产产品利

润的构成及分配的能力。 

畜禽场建设规划 

具备选择正确畜禽场场址、

规划场区、建造畜禽房舍的能

力；具备熟练使用畜禽生产常用

设备及控制畜禽养殖场的环境的

能力。 

《畜禽场建

设规划》 

常用公文处理 

具备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需

要撰写实用文书的能力。 

具备熟练撰写常用公文及职

《语文

（下）——

应用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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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书的能力。 

具备设计调查问卷和撰写市

场调查报告等。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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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已得出岗位对应的课程教学内容。除上述课程外，基于

学生想要提升自己在日后职业发展的竞争力的需求，我专业在此基础上，

根据广西省的水产畜牧行业实际，增加了《特种经济动物养殖》、《养鱼与

鱼病防治》、《饲养兽药营销》、《畜产品加工》等能力拓展课。 

三、可行性分析 

（一）师资团队的支撑 

本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50 名，其中硕士研究生 6 名，高级讲师 16 名，

“双师型”教师 32 名，占专任专业教师的 80%。6 名来自广西桂柳家禽、

广西正康等行业内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专家作为兼职教师。在建设期内，

我专业拟培养专业带头人 2人、骨干教师 13人，使“双师”型教师比例达

到 85%以上。与此同时，再聘请行业企业兼职教师 17名，基本形成一支由

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企业技术骨干组成的“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队。

以上数据显示，我专业的师资团队具备完成课程开发的基本能力。 

（二）完善的校内外实训基地的支撑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专业实验实训条件支撑体系如下图所示： 

图 5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专业实验实训条件支撑体系示意图 

在未来我专业拟对校内生产实训基地进行改造，同时再新建两个实训

室。 

表 4 校内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表 

建设项 类型 功  能 能力训 实训项目 技能鉴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专业实验实训支撑体系 

动物解剖实训室 

微生物实训室 

动物病理实训室 

动物药理实训室 

动物繁殖实训室

第二教学牧场 

孵化房 

广西正康种猪有限公司 

柳州三元天爱乳业有限公

司 

广西霖翔有限公司 

……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校内实训基地 

专业基础实训室 校内生产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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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练 定项目 

第二教

学牧场 

改造扩

建 

肉猪、肉鸡和

种猪精液供应

业务，为猪、

牛、鸡饲养管

理、繁殖改

良、饲料加

工、疫病防治

的技能训练提

供条件 

猪、

牛、鸡

饲养管

理技术

核心技

能 

种猪的饲养管理 

仔猪的饲养管理 

肉猪的饲养管理 

种鸡的饲养管理 

雏鸡的饲养管理 

猪的繁殖改良技术 

鸡的繁殖改良技术 

牛的繁殖改良技术 

猪场、鸡场环境监控 

猪场、鸡场疫病监控 

劳动部“饲养

工”“繁殖工”

“动物疾病防

治员”三/四级

职业资格鉴定 

孵化房 
改造扩

建 

禽蛋孵化业

务，为禽蛋孵

化训练提供条

件 

禽蛋孵

化技能 

鸡蛋孵化技术 

鸭蛋孵化技术 

鹅蛋孵化技术 

动物营

养实训

室 

新建 

饲料营养成分

常规分析业

务，为饲料识

别和营养成分

分析的技能训

练提供条件 

饲料识

别和常

规分析

技能 

常用饲料识别 

饲料蛋白质测定 

饲料水分测定 

饲料矿物质测定 

饲料粗脂肪测定 

饲料黄曲霉测定 

微生物

实训室 
新建 

为动物微生物

检验、畜禽疾

病实验室诊断

技能训练提供

条件 

实验室

诊断技

能 

细菌分离、移植及培养性状

观察 

细菌标本的制备和染色法 

细菌的药敏试验 

凝集试验 

诊断盒的使用 

（三）校企合作是完成课程模块开发的助力 

我专业一直以来与柳州宏华、桂柳家禽、广西霖翔等龙头企业保持着

较好的合作关系。在进行课程模块开发时，企业一方面愿意提供技术骨干，

参与我专业的优质核心课、精品课及校本教材的开发过程中；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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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为我专业提供教学素材及案例支撑我专业的课程开发。 

表 5 特色校本教材编写组成员名单 

序号 教材名称 编写组名单 

1 《家畜饲养管理》 

主编：黄雪泉  朱炳华 

参编：咸燕燕 甘庆宾 罗龙兴 伍国荣 

李培娟 陈卓 陶克君（企业） 卢洪涛

（企业） 

2 《家畜疾病防治》 

主编：陈坚 陈红 

参编：胡发硕  梁炜  金玉荣 

石腾虎（企业） 

3 《家禽疾病防治》 

主编：韦桂进 

参编：常珊珊 邓汝青（企业）  梁立兰

（企业） 

4 
《动物营养与饲料加

工》 

主编：李华慧 

参编：吕铭翰 何玉珍  陈卓 

谢邦瑞（企业） 

5 
《动物微生物检验及实

验室诊断技术》 

主编：胡发硕 

参编：冷毕丹 龚筱丽  王芳 

6 《家畜繁殖基本技能》 
主编：张伟 

参编：李培娟 罗龙兴 吕铭翰 

7 《禽蛋孵化》 
主编：廖清华 

参编：梁立兰（企业）林章陆（企业） 

8 《兽医基础知识识别》 
主编：陈坚 

参编：龚筱丽 

9 《畜禽解剖》 
主编：潘基桂 

参编：龚筱丽 

10 《家禽饲养管理》 
主编：廖清华 

参编：马翠芳  梁立兰（企业） 

11 《动物疫病防控》 
主编：刘明春 

参编：任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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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优质核心课及精品课开发人员名单 

序号 课程名称 责任人 

1 
家畜繁殖基本技

能 

主要负责人：张伟 

参与人：李培娟 罗龙兴 吕铭翰 

2 家畜饲养管理 

主要负责人：黄雪泉  朱炳华 

参与人：咸燕燕 甘庆宾 罗龙兴 伍国荣 李培

娟 陈卓 陶克君（企业） 卢洪涛（企业） 

3 家畜疾病防治 

主要负责人：陈坚  陈红 

参与人：胡发硕  梁炜  金玉荣 

石腾虎（企业） 

4 家禽疾病防治 

主要负责人：韦桂进 

参与人：常珊珊 邓汝青（企业）  梁立兰（企

业） 

5 
动物营养与饲料

加工 

主要负责人：李华慧 

参与人：吕铭翰   何玉珍    陈卓  谢邦瑞

（企业） 

（四）资金的支持 

我校拟投入 14 万以支持课程体系构建，同时投入 40 万以支持课程建

设及校本教材的开发。 

四、风险性分析 

风险 1：我专业课程模块开发可能存在的风险为专任教师的水准达不

到要求。 

应对措施 1：（1）学校组织专业老师去其它学校实地参观学习； 

（2）邀请专家进行优质核心课、精品课及校本教材开发的

校本培训； 

（3）校企合作，共同开发课程。 

风险 2：可能存在管理不到位，导致进度偏慢。 

应对措施 2：（1）制定课程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制订时间节点； 

（2）成立专业建设工作组，由组长和副组长进行建设流程

及建设质量的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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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周工作汇报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