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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传统的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诸多缺点和不足 , 西南大学水产系水产动物疾病学课程组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
实验教学理念 ,以引入开放性及科研性实验为基本思路 , 紧紧围绕实验内容、教学方式和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
与实践,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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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al withthe disadvantages and shortages existed in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aquatic ani mal diseases experi ment , the curriculumteamof
Southwest University has developed explorationand practice inteaching reform, and acquired a preferable effect . Withthe experi ment teaching idea for en-
hancing synthetical diathesis of students and basic thinking for introducing open and studying experi ments , the teachi ngreformwas carried out closely from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experi ment content , teaching method , test evaluation systeme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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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是水产养殖学专业学生必修的主

干课程之一, 是重要的专业实验课。通过实验教学, 不仅能

培养学生熟练的实验技能, 加深其对水产动物疾病学基本理

论和概念的理解, 还能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并能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 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创新能力。然而, 传统的实验教学以验证性实验和教师灌输

的教学方法为主, 影响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 ,

不能满足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需要。近年来, 西南大学水产

系的水产动物疾病学课程组, 全面启动“以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为本”的实验教学理念, 以引入开放性、科研性实验为基本

思路, 围绕实验内容、教学方式和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

了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图1)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图1 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改革实践示意

Fig .1 Thereformpractice of theexperi ment teaching of aquatican-

i mals pathology

1  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教学内容的改革

包括教学内容的重新确定、教学结构的优化和重组以及

教学内容的适时更新几个方面。

1 .1 实验教学内容的重新确定  由表1 可知, 由于教材、教

学环境和实验设备等多方面的原因, 改革前的水产动物疾病

学实验教学的大部分实验项目以验证性实验为主, 而实验的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基本上还停留在20 世纪90 年代初的水

平。对此, 笔者所在的课程组教师从不同角度与学生共同探

讨、论证每一实验的优点和不足, 对实验教学内容进行了重

新确定。如 , 在“常用水产药物的识别”实验中增加了中草药

的识别与采集内容以及药物合成和天然药物提取等内容; 在

“传染性水产动物疾病识别”实验中添加了细菌性疾病病原

分离和人工感染等内容。

表1 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教学内容改革

Table 1 Thecontent reformof the experi ment teaching of aquatic ani mals

pathology

教学内容

Teaching content

教学结构

Teaching structure
改革前
Before
reforming

常见水产动物疾病的检查方法 验证实验

常用水产药物的识别 验证实验
传染性水产动物疾病( 如细菌性病、病毒
病、真菌病) 的诊断与防治

以看图片
为主

寄生虫性水产动物疾病( 如原虫病、蠕虫
病、甲壳动物类及软体动物类引起的疾
病) 的诊断与防治

验证实验

水产动物疾病的免疫学诊断技术 选开

水产用疫苗制备技术等 选开

改革后
After
reforming

常见水产动物疾病的检查方法 验证实验

常用水产药物的识别, 增加了中草药的
识别与采集以及药物合成和天然药物提
取等内容

验证 实验 +
综合实验

传染性水产动物疾病( 如细菌性病、病毒
病、真菌病) 的诊断与防治 ,增补了细菌性
疾病病原分离和人工感染等内容

综合性实验

寄生虫性水产动物疾病( 如原虫病、蠕虫
病、甲壳动物类及软体动物类引起的疾
病) 的诊断与防治

开放性实验

水产动物疾病的免疫学诊断技术 科研性实验

水产用疫苗制备技术等 科研性实验

1 .2  优化和重组实验教学的内容与结构  教学改革过程

中, 该课程组根据实验内容的难易程度, 从“基础、综合、开

放、科研”4 个层次上全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

基础实验以传统的验证实验为主 , 包括实验室的安全和注意

事项、工具书的使用、常规仪器的熟悉和使用、水产药品的性

质、规格和使用等内容, 可为以后的综合性实验、开放性实验

及科研性实验奠定基础。其中常见水产动物疾病的识别等

实验, 采用直观教学的方法, 让学生尽快掌握。综合性实验

以水环境调查、水产动物用疫苗制备技术实验为主, 将实验

教学大纲中所要求的基本操作、性质实验融合在每次实验

中, 反复训练学生的基本操作技能。例如: 在水产动物用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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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制备技术的实验中, 不仅要求学生深入理解制备免疫疫苗

的原理, 掌握疫苗的制作及其使用方法, 而且要求学生测定

疫苗对鱼的免疫效果, 这就扩大了实验教学的信息量, 强化

了基本操作,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验教学的效果。同

时, 还开设了一些多步骤实验, 将前一步的实验结果作为后

一步实验的依据。由于每一步都关系到下一步实验的进行 ,

这就要求学生必须细心操作。通过这种类型的综合性实验 ,

使学生掌握各类水产动物疾病的机理和防治方法。开放性

实验是学生自己设计、自己做感兴趣的实验或不太熟悉的实

验; 科研性实验需教师提前2 周提供选题 , 学生选择感兴趣

的实验, 再进行实验前的文献查阅, 自行设计实验原理及操

作步骤等。对于开放性或科研性实验, 学生在实验前需对实

验原理和步骤等进行阐述与讲解 , 教师参加讨论并给予适当

指导, 再由学生根据自己设计的方案独立完成实验。开放性

实验和科研性实验大大提高了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3 实验教学内容的适时更新  在教学改革过程中, 该课

程组还对实验教学内容进行了及时的修正。如在水霉病的

防治实验中, 早期的实验教材中采用孔雀石绿溶液浸泡来处

理实验材料, 而实践证明孔雀石绿残留时间长 , 有致癌作用。

为此, 该课程组改用碳酸氢钠溶液代替孔雀石绿或用中草药

菖蒲4 ～5 kg/ m3 水煮或打浆后全池泼洒处理水霉病实验材

料, 在获得较好实验效果的同时, 保证了人体健康。

2  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教学方法的改革

传统的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教学方式存在很大弊病, 既

束缚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挥, 又不利于学生实验能力和科

学创造力的培养( 图2) 。因此必需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 从

而提高实验教学的效果。

图2 传统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教学方法存在的弊病

Fig .2  Existing disadvantages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of

theexperi ment of aquatic ani mals pathology

2 .1  注重“学生预习 , 教师备课” 要求学生在实验前认真

预习实验内容, 做到“看、查、写”。“看”就是要求学生仔细阅

读与实验有关的内容, 如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实验注释以及

实验中的注意事项等 ;“查”是要求学生通过查阅资料来了解

本次实验中水产动物疾病及其药物预防措施;“写”是要求学

生在“看”和“查”的基础上认真做好预习笔记, 对本次实验有

一个整体的把握。这种预习方式绝不是按教材上的内容简

单“照抄”, 其目的是让学生对所要做的实验内容、方法及过

程等有基本的认识, 同时也可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此

外, 实验教学改革对实验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教

师不仅要掌握和讲述实验原理等理论知识, 还要对实验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难点、疑点, 做到“成竹在胸”。

2 .2  注重“学生成为教学主体” 就是要在实验教学这个舞

台上, 教师由“讲解”变成“指导”; 学生由“模仿”变成“主动”,

并通过实验探索, 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即把学生由

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变成知识的主动发现者从而成为教学主

体。这就要求主讲教师在讲解实验课时, 不但要简明扼要 ,

抓住重点、难点讲授, 而且还要生动形象, 富有启发性, 让学

生自己去探索、发现问题, 并加以总结。例如采用讨论式、提

问式、发现式、比喻式、启发式、比较式等多种方法对学生加

以引导, 把学生放在主导地位, 由他们自己完成对本次实验

课内容的理解和掌握。这种教学模式 , 提高了学生的主动

性, 课堂氛围良好而又互动。

2 .3  注重“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 实验教学中多

媒体的应用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采用 Powerpoint 及 Flash

动画相结合的课件演示, 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传统实验教学

中教师在黑板上板书的单调与枯燥。如利用《水产动物疾病

学实验CAI 教学课件》, 学生可以在电脑中进行模拟实验等 ,

增强了实验的新鲜感。当然, 对于实验原理或反应机理等重

点还应结合板书, 才能重点突出, 否则学生就会觉得教学过

程一晃而过。同时 ,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 还需用真实的实验

仪器进行演示, 否则会出现学生面对真实仪器不知如何操作

的尴尬。可见, 先进的 CAI 教学只有和传统教学方法相结

合, 才能成为完美的教学手段。

3  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实验成绩评定制度直接影响学生对实验课的学习态度

和积极性。规范的实验成绩考核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鉴于此 , 该

课程摈弃了以往只根据各次实验成绩计算平均分作为实验

成绩评定的方法, 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将水产动物疾病

学实验课成绩的考核分成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2 个部分。

学生的实验课成绩以平时考查为主, 占总分的60 % , 平时成

绩又包 括预 习报告( 30 %) 、实 验操作( 40 %) 、实 验报 告

(30 %) , 每次实验均按上述项目及比例给出成绩; 在课程结

束时, 为了进一步复习和巩固实验教学内容, 采取期末考试

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察( 期末考试占总分的40 % , 包括笔试

和实验操作两部分, 其中笔试成绩占50 % , 操作考 试占

50 %) 。由于各个实验班的主讲老师评分尺度有所差异 , 再

将各班的学生成绩进行排队, 最后将学生的实验成绩评定为

“优、良、及格、不及格”4 个等级, 其中“优”的人数占全班总人

数的15 % 。这种考核办法, 体现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横向

和纵向相交叠的思想, 比较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学生的

实际学习情况,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4  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效果

教学改革过程中 , 实验项目的开设本着先易后难, 先简

后繁, 先验证后综合、开放、科研的顺序进行, 循序渐进, 逐渐

使学生掌握水产动物疾病学的原理和实验操作技能, 了解科

研工作的基本思路。这一举措符合学生求知欲望的心理需

求, 实施以来深受学生欢迎,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从对西南

大学2005 级水产养殖专业109 人的调查发现, 实验教学改革

后, 学生的综合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表2) 。

  具体表现为: ①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 发挥了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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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实验教学改革对学生的影响调查

Table 2 Investigation ontheeffects of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formonstudents

学习兴趣

Learninginterest

学生查文献能力

Ability of searchingliteratures

计算机应用能力

Computer application ability

科研能力

Scientific researchability

写作能力

Writing ability

表达能力

Expressionability
改革前 52 .2 % 有兴趣 58 .7 %能查文献 会一般操作 不知如何入手 不会写科技论文 不敢讲、不会讲

Before reforming

改革后
After reforming

81 .1 % 有兴趣 100 % 能查文献 会数据的处理及制
作表格、插图等

了解科研项目申报
程序及实验方法

基本会写
科技论文

敢讲、能表达
自己的观点

习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实验前预习和查阅资料使学生了解

到学习的方式多种多样, 书中的方法并不总是最好的, 这种

认识对提高学生的自信心非常有利 , 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学习

兴趣的培养。调查发现, 实验教学改革实施后, 该校学生的

学习兴趣普遍增强, 对实验课感兴趣的学生比例也由52 .2 %

增至81 .1 % , 增加了28 .9 个百分点。②学生查文献能力大大

提高。通过上述改革 , 学生能积极、自觉地去查阅文献, 会查

文献的学生比例由58 .7 % 上升为100 % 。并且查阅资料的方

式也不仅局限于书本和期刊 , 还拓展至互联网, 从而使学生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实验及所学专业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③计算机应用能力有所提高。教学改革实施后 , 除了常规的

文字处理, 学生使用电脑书写分子式及制作表格、插图的能

力有所提高 , 能够根据需要从网上下载实验装置图等, 使课

程论文更加科学、美观。④科研能力有所加强。科研型实验

是老师以科研项目的形式将实验选题下达给学生, 学生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选题, 并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总结前人的实

验条件和结果, 最终确定所选实验的方案。调查发现, 教学

改革实施后 , 学生基本了解了科研项目的申报程序, 建立了

研究问题的思路。尽管有一部分学生的实验方案设计还不

十分准确 , 但经过师生的讨论, 使学生的视野得到拓展、学习

层次也有所加深。⑤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有所增强。

开放性实验和科研性实验都要求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 并

在实验前进行实验原理和步骤等的阐述与讲解 , 这对锻炼学

生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很有益处。调查发现, 教学改

革后, 该校学生由不会写科技论文和不敢讲、不会讲转变为

基本会写科技论文和敢讲、能表达自己的观点, 个人能力和

自信心均得到提升。

5  结语

从“基础、综合、开放、科研”4 个层次上进行水产动物疾

病学实验教学, 并在教学中增加以学生为主体的探索性实

验, 能够培养学生勇于探索和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科研意识以及胆大心细、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巩固

和加强学生的水产动物疾病学基本知识和实验技能, 并且使

学生学到了必要的科研思路和方法, 激发了其科技创新意

识, 为今后从事水产动物疾病研究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 ,

上述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教学改革效果良好, 值得在同类院

校的相关实验教学课程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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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水资源不丰富。但由于渔业产值对农民人均收入的

边际影响很大。所以要尽可能的利用山西省的水资源在有

条件的地方发展渔业。

( 2) 调整种养业内部结构 , 实现从“粮—经”二元种植结

构向“粮—经—饲”三元种植业结构的转变, 大力发展牧草

作物 , 为养殖业做好服务。根据山西的实际 , 以市场需求为

目标 , 突出山西的资源优势和产品特色, 优化产业结构, 继

续促进山西特色产业的发展, 尤其是小杂粮和草食畜牧业。

山西小杂粮品种繁多 , 但同时也存在经营上的劣势。在山

西小杂粮适种地区 , 品种繁杂, 小而散, 管理难度大 , 科学技

术难以推广并形成规模优势。所以各地应根据区域优势和

特色整合现有品种, 淘汰面积小、没有市场发展潜力的品

种, 集中力量发展优势品种。尤其是要发展市场潜力极大

的高硒荞麦, 在灵丘、广陵、寿阳、和顺等县形成规模化的生

产基地 , 规范特种栽培技术 , 实行标准化生产和管理, 保证

品种的产量和质量特色 , 培养山西的拳头产品品牌。

( 3) 增加资金投入, 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各级政府要加

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 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

件, 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继续开展退耕还林工程,

切实加强对耕地、草地和水资源的保护 , 严格控制污染。做

好科技服务工作, 为农民提供适用的种植、养殖以及农副产

品贮藏、保鲜加工技术以全面提高农畜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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