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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mal physiology is an important basic theoretical course for the specialty of animal medicine and animal science. According to the 
training programs and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top class students in our college, this course focused on situational teaching, integrated 
the latest progress manner into teaching model timely, and properly increased the process evaluation propor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suitable teaching mode for top-class students, and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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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物生理学是动物医学、动物科学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程。针对本校拔尖班学生培养计划和学习特点，本课程在

教学中注重情境化教学，把最新研究进展及时整合到相应教学模块中，适当提高过程性评价比例，探索出适合拔尖班学生的

授课模式，改善教学效果。 

【关键词】拔尖班；动物生理学；教学模式 

本校(东北农业大学) 作为一所“211”工程大学及省、部共建重点高校，在为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培养人才的同时，着眼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国家战略，学校在几类优势学科、专业领域设立拔尖创新型

农业人才培养模式班（以下简称：拔尖班），旨在为国家培养一批农业拔尖人才。拔尖班学生是本校选拔

出来的优秀学生群体，他们具有扎实、广泛的知识储备以及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针对这类学生的特点学

校通过对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管理等一系列教育教学体系进行创新。  

动物生理学是侧重研究正常动物有机体机能活动或生命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也

是高等农林院校动物医学、动物科学等重点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理论课程。该课程具有知识点多、

理论性、抽象性等特点，普遍存在难教与难学的现象[1]。针对动物生理学课程特点以及拔尖班学生思维活

跃的学习特点，教师对本校拔尖班动物生理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形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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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方法和手段改进，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1.1  以多媒体为主，板书为辅，对重点内容进行巩固  填鸭式教学方式，是被动学习方式，易把学生的思

维禁锢在课本上、课堂上，板书的优点是能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知识，缺点是很难把一

些抽象的理论内容清晰的表述出来。多媒体教学方法具有直观、 形象及信息量大等优势，易使抽象的理论

内容变得具体、直观，很好地解决了动物生理学抽象、难以理解的难题，提高了动物生理学的教学质量[2]。

其缺点是学生课堂上思考和记录的时间有限，内容切换快、信息量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知识的传递。因

此，针对拔尖班学生特点，教师采用以多媒体为主，板书为辅的教学手段。 

1.2  采用情境化教学，发散思维，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教学情境是被优化了的教学环境，教师根据

教学内容和要求，有计划地使学生处于一种类似真实活动的情境之中，借助富有教育意义和感染作用的情

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3]。根据教学内容不同，教师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情境。如：(1)问题

性情境，可结合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生理现象提出问题：“为什么人在剧烈运动后会出现呼吸急促，心跳加

快，身体出汗等现象”，“大量饮水后尿量为什么会增加？”。(2)案例性情境，结合生活中发生的新闻事

件，来验证生理学知识，从而加深学生印象。例如讲到红细胞生成调节时，举例：国际泳联 2013 年 1 月

23 日通过其官网对外公布，中国 18 岁的游泳小将、曾打破女子 4100 米混合泳世界纪录的李哲思因血液样

本中存在禁用物质促红细胞生成素（EPO），被禁赛两年，同时李哲思的教练也被禁赛两年。学生会立刻

对 EPO 很好奇，随后教师马上介绍 EPO 的作用，即：EPO 可以提高血液的携氧能力，延缓疲劳，提高运

动成绩。学生听后恍然大悟，加深了对生理学知识的理解。(3)生活化情境，利用日常生活环境中遇到的小

问题，来引导学生思考，如讲到凝血和止血时，问学生“为什么手破了一个小口流血了，一会血液就凝固

了，不流了？”，讲到甲状腺时，让学生想一想“为什么缺碘的地方甲状腺肿大的病人特别多？”，讲到

组织液生成时提出“不小心崴了脚，是先热敷好还是冷敷好？”。通过这些平时有切身体会但却不知其所

以然的情境引导，学生会主动思考，不仅能够大大提高课堂参与度，使学生轻松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能

够使学生能够有机会对生活中常见现象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提高了科学素养。 

1.3  增加实践机会，提高动手能力，缩短理论到实践的距离  结合拔尖班教学小班化的特点，我们会有针

对性的给学生们布置一些小课题，用以锻炼并提高学生自主设计实验和实施的能力。如让学生自己设计实

验——如何跟踪小鼠神经细胞的电生理活动。学生通过查阅资料，需要对神经细胞的培养，分离，鉴定以

及电生理活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首先设计实验方案，再经小组内部讨论通过后，学生们可以利用课余时

间，在助教老师的辅导下，进行培养基配制、显微镜使用等方面的实验操作训练。通过这样的综合性小课

题，学生不仅可以很好地掌握动物生理学知识乃至研究生阶段需要具备的基本实验技能，而且，可将细胞

生物学、动物生理学等多学科知识有效地融合，进一步增强了拔尖班学生对动物生理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2  注重教学内容梳理和整合，基础知识与前沿进展并重 
为了提高知识储备，拔尖班的课程门类设置相对较多，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动物生理学面临内

容多，理论深，课时有限等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对动物生理学教学内容进行高度的梳理和整合，提高教学

质量和效率。因此，针对拔尖班自学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强的特点，在课堂讲授部分，集中讲解一些较难

理解的理论，课下，教师会给学生布置任务。如：细胞的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是如何测得的；降压药是如

何起到降压效果的；机体为什么会发烧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学生课后通过查找资料来获得答案，寻找答案

的过程就是知识的获取过程。为了更好的督促学生，下节上课会留出 5~10 分钟时间由指定同学与大家分享，

交流心得。通过课后查阅资料、课上汇报答辩、同学互动提问、指导教师总结等环节，实现了“教”与“学”

的有效结合。这些教学模式有效活跃了课堂气氛，很好地调动拔尖班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真

正成为教学的主体，切实提高了学习效率。 

为了更好地培养创新型人才，针对拔尖班学生学习能力普遍较强的特点，他们的授课更加注重基础理

论知识与最新科研进展相结合。教师将最新的科研研究进展融入到课程内容中，与同学们分享。如：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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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 Science，Cell 和 Nature 等顶尖杂志发表的学术文章；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主要贡献；顶尖

科学家的科研之路等等。比如，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因其为世界贡献了新型

药物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她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是中国内地科学家首次获得诺奖，对中国科学界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通过将这些资讯引入到课堂中，

使学生第一时间了解科该研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尽早感受科研魅力，感同身受的体验从事科研的价值感

和成就感，既学习了专业知识又培养了职业情感。 

3  加强知识运用能力考核，提高学习过程性评价比例 
动物生理学课程的考核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考查学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和记忆水平，另一方面更

加侧重其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因此，在考试题目中减少如名词解释，填空等纯记忆的题目的比例，大比例

的增加了设计性、综合性试题，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如：大量饮水和注射葡萄糖对尿液有何

影响？降压药是如何实现降压效果的等等，这些题目通过联系生活中常见的现象需要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才

能做出全面的解答。 

同时，我们加强了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评价。除了固定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之外，还在教学过程中，

针对学生平时课后进行的查阅文献、制作 PPT、课堂汇报、回答问题等进行考核，并将过程考核成绩加权

后，累积到期末总成绩中，较好激发了学生参与教学热情，由原来的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有效提高

了学生阅读文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结论 
动物生理学是本校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业拔尖班的重要基础课程。通过这两年的教学探索，我们不

断对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改进，教学模式、考核方式也进行了创新，教学效果得到了学生的肯定。同时，

整个教学过程变的轻松、快乐，使拔尖班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更大的满足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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