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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农业院校动物医学专业四年制和五年制人才培养方案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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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定国内重点农业院校中国农业大学、综合院校吉林大学、地方本科院校河南农业大学等

国内四年制和五年制动物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研究对象，从培养目标、学分与学时设置和实践

教学设置等方面分析其异同点；从专业课程的设置、综合大实验、实践教学设置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突出增强实践能力的特色，提出了河南农业大学施行动物医学专业五年制教学的“3＋2＋1”设想，

为制订河南农业院校动物医学五年制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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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between 4-year and 
5-year program of veterinary medicine in domestic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Han Liqiang, Chen Yu, Wu Yanan, Li Kui, Wei Zhangyong, Zhang Longxian Corresponding Author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e four-year and five-year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s of veterinary medicine among Chinese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ilin University and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raining 
objectives, setting of credits and class hours, as well as the setting of practical teaching. This paper discussed on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etting,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and practical teaching, and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3+2+1” for five-year training 
of veterinary medicine in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t will provide the basis for formulating the five-year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 of veterinary medicine in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enan. 
Key words: veterinary medicine; training program; five-year program; comparative analysis 
 

动物医学专业[1]以前被称为兽医专业，一直是

农业院校的传统和核心专业。兽医高等教育最早

始于 1902 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正式提

出设立兽医学科，1904年创办了陆军兽医学校，

初期仅有专科、本科两个培养层次。1978年我国

建立学位制度，兽医开始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

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研究后设置了兽医专

业学位，2009年开始了全日制兽医专业硕士招生，

2016年试点招收全日制兽医专业博士。百年来，

兽医高等教育结构日趋完善、多样化。  

截至 2020年，全国开设有动物医学类本科专

业的培养单位共 85 所，其中公办大学 78 所，民

办大学 2 所，独立二级学院 5 所。目前现有动物

医学五年制的招生单位有 28所，包括中国农业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

学等重点农业院校，也包括吉林大学、扬州大学、

浙江大学等综合性高校。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现存的四年制动物医学专业教育和人才

培养模式已经满足不了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需求。

2020年，包括河南农业大学在内的 14所高校提出

申请将动物医学专业从四年制变更为五年制，获

批后全国五年制动物医学专业院校占比将达到

50%左右。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人才培养方

案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不论是招生和师资培训，

还是课程结构及教学管理，都要为适应五年制人

才培养进行调整和改革[2-3]。 

2018年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4]，明确了各类专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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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学条件、基本信息资源、教学经费投入等要

求，国标还列出了各专业类知识体系和核心课程

体系建议。人才培养方案是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所

制定的实施人才培养活动的具体方案，是对专业

人才培养内容与方法等培养过程的描述和设计，

是开展本科教学工作的指导性文件[5-6]。因此要培

养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五年制动物医学人才，

必须要有科学合理规范的人才培养方案作支撑。

本文以五年制动物医学专业的重点农业院校（中

国农业大学）和综合性院校（吉林大学）为例，

与河南农业大学的四年制专业培养方案进行比

较，分析其异同点，为地方院校制定科学、规范、

合理的五年制动物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依

据。 

1  人才培养方案的比较 

1.1  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确立人才培养方案的根本，

它规定了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要求，不仅是人

才培养活动顺利实施的前提与基础，也是高校人

才培养活动的落脚点[7]。人才培养目标体现出高校

的办学特色，而办学特色与学校所在的区域经济、

学科建设、已经形成的办学资源密不可分[8]。从表

1可以看出，3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虽然在具体

的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异，但都是以培养符合社会

需要的兽医人才为培养目标的。重点农业院校培

养兽医人才不仅侧重兽医临床、防疫检疫，而且

突出教学、科研等，为学生继续深造打下基础；

综合性院校中的动物医学专业则更加侧重培养具

备兽医临床诊疗、动物防疫检疫、动物源性食品

安全监督和兽医卫生管理等方面工作能力的高级

兽医人才。河南农业大学作为地方高校，培养人

才需要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培养目标更加明确，

要求进行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3所学校的学位都

是农学学士，其中中国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

实行弹性制的学习年限。 

表 1  国内 3所高校四年制和五年制培养目标的比较 

学校 培养目标 学制 学位门类 

中国农业大学 

培养具备扎实的动物医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兽医人

才，使之胜任兽医业务部门、动物生产单位及相关部门的兽医临床、

防疫检疫、教学、科研等工作。 

五年制，实行

弹性学习年限 
农学学士 

吉林大学 

培养具备系统而深入的动物医学知识基础，掌握基础兽医学、临床

兽医学、预防兽医学和兽医公共卫生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具

备兽医临床诊疗、动物防疫检疫、人兽共患病防控、兽药及生物制

品使用、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监督和兽医卫生管理等方面工作能力的

高级兽医人才。 

五年制 农学学士 

河南农业大学 

培养适应国家兽医体制、现代畜牧业发展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具备动物医学（兽医学）专业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能在兽医

业务管理机构、技术部门、生产单位、高校院所及相关领域从事管

理、生产、经营、教学、科研、推广工作的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复

合型高级专业人才。 

学制四年，实

行三～六年弹

性学制。 

农学学士 

 

1.2  学分与学时设置 
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基础，抓好高

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点

和核心[9-10]。课程设置是本科教育的基础和关键。

虽然在具体课程模块设计和名称上略有差异，国

内高校按课程属性基本上将课程分为通识教育

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和实践教学等几个

部分[11]。比较发现，在各高校的课程结构体系存

在差异的同时，具体的课程设置上也各具特色。

由表 2 可以看出，与四年制动物医学专业的 172

学分相比，五年制的总学分均在 200 以上，其中

以吉林大学的学分最高为 211，主要增加了选修课

的学分。与五年制相比，四年制方案中的专业基

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的学分和学时均低于五年

制的方案，尤其是在专业课和选修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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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 3所高校四年制和五年制培养方案学分比较 

院校 总学分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选修课 实习实践 其他 

学分 比例/% 学分 比例/% 学分 比例/% 学分 比例/% 学分 比例/% 学分 比例/% 

中国农业大学 205.0 66.0 32.19% 48.0 23.41% 37.0 18.04% 22.0 10.73% 28.0 13.65% 4.0 1.95% 

吉林大学 211.0 63.0 29.85% 37.0 17.53% 29.0 13.74% 48.5 22.98% 25.5 12.08% 8.0 3.79% 

河南农业大学 172.0 65.0 37.79% 36.5 21.22% 25.0 14.53% 16.5 9.59% 29.0 16.86% - - 
 

1.3  专业必修课程和实习实践设置 
从表 3 具体的课程名称和设置可以看出，在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方面，虽然名称上有所差别，

除去有限的部分课程不一致外，课程设置都是类

似的，最主要的区别是五年制培养方案中，不仅

实验独立设课，而且都加大了实践教学环节及综

合性大实验的内容和比重（表 4）。如中国农业大

学增加了动物解剖学大实验、兽医传染病学大实

验、兽医外科手术学大实验、动物病理剖检诊断

技术大实验等，吉林大学增加了动物机能学实验、

动物寄生虫学大实验等，每个实验都开展 1～2周

的时间，这些实验课程的设计与相关理论课并不

总是在同一个学期。这种分配模式既保证了实验

课时的分配，又符合了教育部“宽口径，厚基础，

重实践，强能力”的目标原则。而在四年制培养

方案中，实验课程是跟随理论课程一起进行的，

并没有专门的综合性实验设置。对于教学实习来

讲，中国农业大学采用了在第三学期暑假进行 6

周实习，在第九—十学期进行 15周毕业综合实习

的方法；吉林大学在六—九学期中进行 18周的临

床诊断实习；而河南农业大学目前仅在第七学期

开展为期 10周的教学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

撰写都是安排在最后一学期进行。 

表 3  国内 3所高校四年制和五年制培养方案专业课程设置比较 

中国农业大学 吉林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生物学 3.0 第二学期 动物学 2.5 第三学期 动物解剖学 4.0 第二学期 

动物解剖学 4.0 第三学期 动物解剖学 3.5 第三学期 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 2.5 第二学期 

动物组织与胚胎学 4.5 第三学期 动物组织胚胎学 3.5 第四学期 动物生物化学 4.5 第三学期 

动物生物化学 4.5 第三学期 动物生物化学 3.5 第三学期 生物统计与试验设计 2.5 第三学期 

兽医统计学 2.0 第三学期 动物病理生理学 2.5 第四学期 动物生理学 4.0 第三学期 

动物生理学 4.5 第四学期 动物生理学 3.5 第四学期 畜牧学概论 3.0 第三学期 

兽医微生物学 5.5 第四学期 兽医微生物学 3.0 第四学期 兽医微生物学 4.0 第四学期 

兽医免疫学 3.5 第五学期 兽医免疫学 2.5 第四学期 兽医免疫学 3.0 第四学期 

兽医病理解剖学 5.0 第五学期 动物病理解剖学 3.5 第五学期 兽医病理学 4.0 第四学期 

兽医药理学 5.5 第五学期 兽医法规 1.0 第五学期 兽医药理学 4.0 第四学期 

兽医外科手术学 2.0 第六学期 兽医药理毒理学 4.0 第五学期 兽医诊断学 3.5 第五学期 

兽医病理生理学 2.5 第六学期 兽医临床诊断学 3.0 第五学期 中兽医学 3.5 第五学期 

兽医临床诊断学 3.5 第六学期 实验动物学 1.5 第五学期 兽医外科手术学 2.0 第五学期 

中兽医学 5.5 第六学期 兽医公共卫生学 4.0 第五学期 动物性食品检验学 3.5 第五学期 

兽医外科学 4.0 第七学期 兽医影像学 2.0 第六学期 兽医传染病学 4.0 第六学期 

兽医内科学 3.5 第七学期 兽医产科学 2.5 第六学期 兽医寄生虫病学 3.5 第六学期 

兽医传染病学 3.0 第七学期 兽医手术学 1.5 第六学期 兽医产科学 2.5 第六学期 

兽医寄生虫学 6.0 第七学期 兽医外科学 2.5 第六学期 兽医内科学 3.5 第六学期 

畜牧概论 3.5 第八学期 动物传染学 4.5 第七学期 兽医外科学 2.5 第六学期 

实验动物学 2.0 第八学期 中兽医学 4.5 第七学期    

动物食品卫生学 2.0 第八学期 兽医内科学 3.0 第七学期    

兽医放射学 2.0 第八学期 兽医寄生虫学 4.0 第八学期    

兽医产科学 3.5 第八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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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内 3所高校四年制和五年制培养方案实践实习设置比较 

中国农业大学 吉林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实践名称 学分（周） 开课学期 实践名称 学分（周） 开课学期 实践名称 学分（周） 开课学期 

动医专业认识实习 1.0（1周） 第二学期暑假 
动物机能学

实验 
0.5（1周） 第四学期 教学实习 

10.0 

（10周） 
第七学期 

动物解剖学大实验 2.0 第四学期 
动物形态学

实验 
1.0（1.5周） 第五学期 毕业实习 

14.0 

（14周） 
第八学期 

兽医外科手术学大

实验 
2.0 第六学期 

病理诊断技

术 
0.5（1周） 第六学期 

毕业论文

设计 
5.0（5周） 第八学期 

兽医传染病学大实

验 
1.0 第七学期 临床实习 

12.0 

（18周） 

第六-九学

期中进行 
   

动物病理剖检诊断

技术大实验 
1.0 第八学期 

动物传染病

学大实验 
1.0（2周） 第八学期    

校外农场实习 3.0（6周） 第三学期暑假 
动物寄生虫

病学大实验 
0.5（1周） 第八学期    

毕业综合实习 5.0（15周） 第九-十学期 毕业实习 2.5（4周） 第九学期    

毕业实习与论文写

作 
5.0（15周） 第九-十学期 毕业论文 6.0（12周） 

第九-十学

期进行 
   

 
2  河南农业大学五年制人才培养方案设置
思路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动物医学专业国家质量标准和动物医学

专业认证标准（三级）》的要求，河南农业大学从

优化课程设置、强化实践训练、突出专业特色 3

方面着手，实现专业课程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相

结合，将“学、思、践、悟”贯穿各个培养环节，

环环相扣，夯实学生专业理论基础，全面提升学

生实践技能，进一步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力求以

动物医学专业五年制改革为契机、以国家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为支撑，为国家培养符合“新农科”

标准的卓越兽医人才。 

2.1  培养目标   

国家设立的动物医学专业总体培养目标是培

养“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广适应”的兽医

师，我们在此标准上有所提升，具体为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家兽医体制、

现代畜牧业发展趋势和社会经济需求，具备系统

而深入的动物医学（兽医学）专业方面的理论、

知识和技能的全科兽医，能在兽医和公共卫生业

务管理机构、技术部门、生产单位、高校院所及

相关领域从事管理、生产、经营、教学、科研、

推广工作的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高级专业人才。

此专业培养目标的确立，主要考虑到以下三点：

第一，教育部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第二，动物医学专业的毕业

生无论其未来从事什么行业，首要目标是必须达

到国家动物医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

即兽医师，这一目标不能变；第三，考虑到毕业

生大部分都会从事兽医和公共卫生相关领域的技

术、研究、检验检疫工作。因此在培养目标的制

订上，要从课程设置和实践环节上尽可能地拓展

专业内容，拟采用“3＋2＋1”培养模式，即 3年

专业课＋2次教学实习＋1次毕业实习，最终培养

出既能胜任兽医临床诊疗，又能从事兽医基础研

究工作的高级兽医人才。 

2.2  专业课程设置 
国家动物医学专业质量标准列出了专业基础

课和专业课程的体系。四年制改五年制后，必修

课的学分由 170 增加到 210 左右，因此专业课程

的数量和学时普遍比原来有所增加。如动物生理

学从原来的 64 学时增加到 72 学时，专业课程总

数也要从原先的 19 门增加到 22 门左右，其中为

了体现厚基础的要求，还在专业课程中增加了动

物学、畜牧学概述。为紧跟学科发展，还增加了

动物福利、兽医流行病学等专业课程。国标中要

求实验学时要占课程学时的 1/3，因此每门专业课

程都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实验学时，如兽医产

科学的实验学时就从 12学时增加到 2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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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综合性实验设置 

随着高等教育发展，专业特色已成为专业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2]。要凝练具有鲜明特

色的专业优势，高等院校特别是地方高等院校专

业竞争的关键在于特色是否鲜明。人才培养的本

质要求是“能力为本，重在应用”，其核心是一

方面要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要以学生的就业导向为

基本原则，实现专业知识技能的拓展与运用，推

动人才培养体系由重知识向重应用转变[13]。因此

在地方高校动物医学专业的五年制培养方案中要

充分重视综合性大实验设置，培养和训练学生的

实践动手能力，达到培养合格兽医的目的。按照

国家动物医学专业质量标准，培养方案中必须要

设置 6 个以上综合性大实验。本方案设置综合性

实训课程 7 个，分别是动物解剖病理学大实验、

兽医传染病学案例教学、兽医微生物学大实验、

兽医免疫学大实验、兽医寄生虫学大实验、兽医

临床诊疗技术综合性大实验、兽医外科手术学大

实验。这就需要增加实验设备和实验经费，包括

实验动物购置和处理等。这些都对实验教学提出

了更高要求，其中兽医传染病学拟采用案例教学

法，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从根本上改变

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以探究式、启发式、合作式

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

养其创新精神[14]。 

2.4  实习实践 
按照国家动物医学专业质量标准，人才培养

方案要求毕业生实习阶段累计达到半年以上。四

年制培养方案中的教学实习集中在第七学期，在

此时间段有很多学生由于要准备研究生考试、公

务员选拔等，很难将精力完全投入到毕业实习中，

实习效果不佳。在此次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拟

探索采用“3＋2＋1”模式，即前三年主要为专业

课讲授，第七～九学期分两次开展教学实习（教

学实习 1和教学实习 2），最后一学期进行毕业实

习。教学实习 1 安排在第七学期，要求学生到大

型养殖场、药厂等生产一线开展实习和部门轮岗 3

个月，实习结束后再进行部分综合大实验课程学

习，这样学生在生产一线中发现的许多实践问题

就可以通过综合实验课的学习来解决，从而形成

从实践-理论-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能显著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教学实习 2 安排在第九学期，学

生要到动物医院实习 3 个月，实习结束之后再学

习相关的专业选修课程，这样既保证了学生专业

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又能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进

行研究生或者公务员考试的复习。经过教学实习

1、教学实习 2的实践环节，培养出的学生不仅能

掌握规模化养殖场的疫病防治流程，同时也具备

宠物临床诊疗基本能力，最终达到培养全科兽医

的目的。本方案拟在第十学期进行毕业实习和论

文答辩。与中央赛道农业高校相比，地方高校办

学资源和学生综合素质方面还存在差距，因此地

方农业高校如何利用校外导师、校外实践基地等

办学资源进行实习实践是一个研究课题[14-16]。河南

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前期已与国内40余家企事业

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大力推动与行业相关部门、

企业、社会共建实践育人基地，探索更加有效的

合作培养方式，实现课堂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教学方案、教学

管理、条件保障等方面着力解决高校人才培养中

实习实训虚化、弱化、边缘化等突出问题，进一

步完善协同育人机制。 

3  结语 

本文通过对 3 所本科院校动物医学人才培养

方案比较分析，在河南农业大学五年制人才培养

方案的设置上突出实践能力培养特色，合理确定

学制和学位，优化课程体系。后期培养方案的制

定和完善，还需要了解在校生对动物医学专业课

程设置的期待和需求、对毕业生进行培养满意度

调研、对就业较为集中的行业和企事业单位进行

定期回访等，综合多方意见，逐年对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微调，使人才培养方案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有机结合，促进动物医学专业可持续发展，培养

更符合时代发展需要、更具专业竞争力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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