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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期授课计划编制说明 

教学时数按学期分配（学时） 
教学标准（大纲） 

（名称、版本、文号）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防检、兽医专业 

《动物微生物》教学大纲 

二〇一五年七月 

本 课 程 总 时 数 48 

基本教材（名称、编著、版本） 

动物微生物与免疫技术 

李舫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08 
已 完 成 课 时 数 0 

尚 需 学 时 数 48 

主要参考书（名称、编著、版本） 

动物微生物 

李舫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07 

本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本学期教学周数 16 

本课程周学时数 3 
 

剩 

余 

学

时 

尚  余  学  时 48 

本课程学期时数 48 

 

其

中 

能力导向的理论课 44 

其 

 

中 

能力导向的

理论课 
44 实训课 0 

实训课 0 理实一体课  

机   动 2 教学实习 1 周 

测    验 2 
备注 

 

本学期实习周数  1 周 

备注：教改第一步全面推进“实践（能力导向）服务的课程”。 精品课程主要推进“理实一体化的课程”。 

2019 年 2 月 23 日制定 

 

该课程综合职业能力导向的主要知识、素质、能力 

所采取的教学内容、方法、改革措施 

动物微生物课是畜牧兽医类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动物微

生物知识是为学生掌握疾病预防与检测技术、畜禽环境生产管理技术

和兽医诊疗技术奠定基本理论和技术基础。该课程主要以《动物解剖

生理》、《动物生物化学》等课程为基础，与《动物传染病》、《动物检

疫与检验》等课程相衔接，该课程在畜牧兽医等专业多门课程中起到

承前启后、承上启下、桥梁纽带作用。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细菌及细菌

病的实验室诊断、病毒与病毒病的实验室诊断、消毒与灭菌、免疫应

答、免疫学应用五个学习项目。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结合实践教学环

节，使学生能够利用《动物微生物》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进行动物疾

病的诊断和防治，为畜牧兽医生产服务。 

项目一 细菌及细菌病的实验室诊断 

项目二 病毒与病毒病的实验室诊断 

项目三 消毒与灭菌 

项目四 免疫防治理论 

项目五 免疫学应用 

改革措施：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专业人才为根本目标，改革课

程教学设计思路，突出“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岗位为目标、

技能为轴线 ,生产项目为驱动”的教学模式, 进一步提高实训实习

条件，强化技能的单项训练，结合农业部职业技能鉴定项目，进行技

能综合训练，实现教学与生产的无缝链接。运用多种教学方法（1）

直观教学法（2）案例教学法（3）角色转换教学。充分应用现代教学

技术手段使教学内容直观、形象，提高教学效果。 

教研室主任：           系、部主任：             

主管处长：             主管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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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农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期 授 课 计 划 表  

周

次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情  境  与  任  务） 

教    学    要    求    及    重    点 

（综合职业能力导向的知识、素质与能力要点及主要教学方法）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能力 

导向的

理论课 

实

训

课 

理实

一体

课 

测

验 

累 计 

学 时 

1 课程概述及微生物的认知 
能说出微生物、动物微生物的概念、微生物的分类；简要说明动物微生物课程的地位

作用、学习内容；微生物学的发展简史。 
2    2  

1 项目一 细菌及细菌病的实验室诊断 

任务 1 细菌形态、结构的认知 

能说明细菌的大小、形态、排列特点；一般结构、特殊结构，细菌形态和结构的观察

方法。 
2    12  

2 任务 2 细菌的人工培养 
能说明细菌的营养、细菌生长繁殖的条件、细菌的新陈代谢、培养基的类型、制备培

养基的要求和程序、细菌培养性状的观察。 
2      

3 任务 3细菌病的实验室诊断 
会病料的采集、保存、运送方法；能说明细菌形态检查、细菌的分离培养、细菌的生

化试验、动物接种试验、血清学实验。  
2      

3 任务 4主要的致病细菌（一） 
能说明葡萄球菌、链球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布鲁氏菌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

微生物学诊断、防治。 
2      

4 任务 4主要的致病细菌（二） 
能说明、多杀性巴氏杆菌、炭疽杆菌、猪丹毒杆菌、结核杆菌、破伤风梭菌的生物学

特性、致病性、微生物学诊断、防治。 
2      

5 
项目二 病毒及病毒病的实验室诊断 

任务 1 病毒的认知 

能说明病毒的概念、形态和结构、病毒的增殖、病毒的培养特点。 
2    22  

5 任务 2病毒的其他特性 
能说明病毒的其他特性：干扰现象、干扰素、血凝现象、包涵体、滤过特性、噬菌体、

抵抗力。 
2      

6 任务 3病毒病的实验室诊断 
会病毒病料的采集、保存、运送方法；能说明包涵体检查、病毒的分离培养、动物接

种试验、血清学实验、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病毒。 
2      

7 任务 4 主要的致病病毒（一） 
能说明口蹄疫病毒、狂犬病病毒、痘病毒等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微生物学诊断、

防治。 
2      

7 任务 4 主要的致病病毒（二） 
能说明猪瘟病毒、禽流感病毒、马立克病毒、传染性法氏囊病毒等的生物学特性、致

病性、微生物学诊断、防治。 
2      

8 
项目三 消毒与灭菌 

任务 1物理消毒与灭菌 

能说明消毒、灭菌、无菌、防腐的概念；物理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及应用；干热灭菌

法、湿热灭菌法。 
2    26  

9 任务 2化学消毒 能说明消毒剂的消毒原理、影响化学消毒剂作用的因素、常用消毒剂的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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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期中考试  2    28  

10 
项目四免疫防治理论 

任务 1免疫学基础知识 
能说明免疫的概念、免疫的功能、免疫的类型。 2    38  

11 任务 2抗原及免疫应答概述 
能说明抗原的概念、构成抗原的条件、抗原的分类、重要的微生物抗原、免疫应答的

概念、免疫应答的基本过程。 
2      

11 任务 3免疫应答----体液免疫及抗体 能说明体液免疫的概念、应答过程、效应物质、体液免疫的效应。 2      

12 任务 4 免疫应答----细胞免疫及细胞因子 能说明细胞免疫的概念、应答过程、效应细胞及细胞因子、细胞免疫效应。 2      

13 任务 5变态反应 能说明变态反应的概念、类型；各型变态反应发生的机理、变态反应的防治。 2      

13 
项目五免疫学应用 

任务 1免疫学诊断（一） 
能说明血清学试验的概念、特点、影响因素、应用及发展趋势、凝集试验、沉淀试验。 2    44  

14 任务 1免疫学诊断（二） 能说明补体结合试验、中和试验、免疫标记技术、变态反应诊断。 2      

15 任务 2免疫预防、免疫治疗 能说明免疫预防、免疫治疗的原理，所用生物制品及使用注意事项 2      

15 复习  2    48  

16 机动  2      

         

说明：1、本计划一式三份，一份交教务处；一份主管系、部；一份自己备查（学期授课计划于开学前交主管系、部阅后，于一周内交教学科研处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执行）。 

2、能力导向的理论课：以能力素质培养为中心，以知识、案例讲授为主，体现启发、互动、探究等教学方法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实训课：以实验、实训、学生分组讨论、角色扮演、

训练等学生做为主；理实一体课：任务引领型、项目教学型、工作过程系统化（学习领域）型等系统化的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