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牧兽医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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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畜牧兽医

专业代码：410303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三、修业年限

三年，可以根据学生灵活学习需求合理、弹性安排学习时间。

四、职业面

XXXX职业学院

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适用于 2024级现代学徒制养禽与禽病防治试点班）

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从事家禽生产与营销、生物安全防控、市场服务等

工作岗位。

表 1 职业面向信息一览表

所属专业

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

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

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和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农林牧渔

（41）

畜牧业

（4103）

家禽饲养

（032）

其他畜牧

业

（039）

畜牧专业

及辅助性

活动

（053）

畜禽种苗繁育人

员(4-03-01)

畜禽饲养人员(4-

03-02)

动物疫病防治员

(4-05-02-03)

其他畜牧业生产

人员（4-03-99）

家禽繁育

家禽饲养管理

家禽疾病防控

畜牧设备使用

与维护

家禽场环境控

制

家禽饲料配制

与加工

执业兽医*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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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文化素质和职业素养，掌

握家禽繁育、饲养管理、环境控制、疾病防控、经营管理等专业知识与职

业技能，能够从事家禽生产与营销、生物安全防控、市场服务等工作，适

应现代畜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毕业

3～5年后能胜任畜牧业相关单位的技术经理、部门主管等岗位，或能够

自主创业。

（二）培养规格

1.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

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守法律、遵规守纪；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

敬业，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具有较强的实践

能力；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创新精神。

（3）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进行有效的人际沟

通和协作。

（4）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

习惯，能够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

（5）具有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审

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6）具有动物福利意识和关爱动物情怀。

（7）具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

2.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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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相关

知识。

（3）熟悉家禽场设计与环境控制专业知识。

（4）掌握家禽营养与饲料加工专业知识。

（5）掌握家禽良种选育与繁殖专业知识。

（6）掌握家禽饲养管理专业知识。

（7）掌握家禽疾病诊断与防控专业知识。

（8）熟悉家禽场设备使用与维护专业知识。

3.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有一定的信息加工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4）能利用智能化设施设备进行养殖环境调控。

（5）能合理选择饲料原料并能科学配制、加工家禽饲料。

（6）能够利用现代繁育技术，提高家禽繁殖效率和生产性能；

（7）能进行家禽精准饲养和科学管理。

（8）能够按照生物安全防控方案，进行家禽疫病防控。

六、 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设计

聚焦现代家禽养殖产业，以“两主体，三融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

切入点，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依据专

业人才培养定位，引入《悉尼协议》国际范式的专业建设标准，校企共同

制定专业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落实 1+X 证书制度，与农牧龙头企业

共同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对接专业群学分银行，实现专业群内学

分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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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家禽养殖产业调研及毕业生跟踪调查，确定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生

面向的主要职业岗位为养禽与禽病防治方向。分析各职业岗位的工作过

程，明确各职业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根据典型工作任务的先后顺序、复

杂程度、相互间的衔接与联系，确定本专业学生的职业基础能力、岗位专

项能力、岗位综合能力和职业综合能力。

1.课程体系

按照本专业毕业生职业能力要求，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劳动教育和创

新创业教育，依据畜禽养殖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需求，校企共同分析本专

业主要工作岗位及核心技术，设计专业核心课程、选修课程和学徒岗位课

程。并根据岗位能力要求设计 1+X 证书培训课程，积极探索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制度。课程实施模块化设计，发挥学院师资和实践条件优势，及时吸

纳智能养殖技术、智能装备、智能控制技术、生物安全等方面的新模式、

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适应家禽业转型升级需求，满足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需要。畜牧兽医专业（养禽与禽病防治）现代学徒制试点班课

程体系见图 1。

图 1 畜牧兽医专业（养禽与禽病防治）现代学徒制试点班课程体系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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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实现“三全育人”，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职业实践、网络媒

体”四个课堂和“制度、师资”两保障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实现“四个

课堂”联动、“两个保障”协同一体化育人。培养学生红色文化、农牧文

化、职业精神、“一懂两爱”等方面的职业特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见图

2。

图 2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用好传统教学“第一课堂”，建立完善课程思政体系，将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

一。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识课、专业课“大思政”教育课程体系，思

想政治课程重引领并要触及灵魂，通识课程重人文并要根植信念，专业课

程重技能并要播撒信仰，所有课程同向同行、共同担当、协同育人，形成

育人合力。培养学生严格执行畜牧兽医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共卫

生安全，预防控制动物疫病对现代畜牧业、环境及人类健康的危害，具有

良好的职业素养与操守；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严格执行行业规程、标准和

规章制度。认同畜牧兽医工作意义，爱护动物，关心动物福利。

开辟校园文化“第二课堂”。利用“AR”“VR”等现代信息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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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国重器”“天宫一号”“蛟龙一号”等题材内容以信息化技术进行

课堂体验，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复兴重任”等活动，开设“道德讲

堂”“文明广场”，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教育，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拓展职业实践“第三课堂”，建立校企“大思政教育”模式，强化校

园文化和优秀企业文化融合。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参加多种形式的社会

实践活动，特别是到校企合作企业进行实践锻炼和学习，在提高学生实践

技能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干事创业积极性，提升从业意识、从业素质和社

会责任感。

重视网络媒体“第四课堂”，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网，引导师生强化网

络意识，提升网络文明素养。加强网络宣传队伍建设，打造新颖的网络宣

传文化作品，用“微互联”成就“大思政”。充分利用“学习强国”等学

习平台，引导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构筑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

强化制度保障和师资保障。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制定实施

《“三全育人”工作条例》《第二课堂管理办法》；注重诊断与改进协

同、考核与评价协同；配齐配强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师，建立学校、院

系、班级、宿舍“四级”预警防控体系；严把教师聘用、人才引进政治考

核关，把育人功能纳入管理岗位考核评价范围，发挥全员育人积极性。

3.实践教学体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精神，将劳动教育纳入实践教学体系中。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遵

循人才培养规律，按照“职业基础能力→岗位专项能力→岗位综合能力→

职业综合能力”的培养路线，构建能力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

系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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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践教学体系

职业基础能力培养采用“做学教”一体化教学模式。学生在校内技能

训练中心完成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的实验实训。将技能大赛项目

内容融入实验实训，由教师指导对学生进行培育。

岗位专项能力培养采用“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学生在校内技能训练

中心和生产性实训基地完成专业课程的专项训练。进一步对培育的学生进

行专项训练，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同时，利用市级重点实验室、技术

研究（研发）中心，对学生进行专项能力及科研能力的培养。

岗位综合能力培养采用“育训结合”模式。学生在校内生产性实训基

地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完成岗位技术技能训练，打破专业限制，鼓励学生

在多岗位进行生产性实训。可以在等级证书训练基地完成 1+X 证书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技能训练，取得 1 个以上等级证书，拓宽就业创业本领。学生

在岗位综合能力实训期间，结合岗位学习，加强技能训练，为走向职业岗

位和技能大赛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职业综合能力培养采用“顶岗”模式。学生在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完成

职业综合能力训练。在岗位实训期间，校企双方教师共同着重培养学生的

“工匠精神”。

4.素质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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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共建人文素质培养体系，贯穿学生学习全过程。加强人文学

科建设，开设国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课程，为学生接受较为

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奠定基础；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管理干部和职工

队伍，强化“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教育理念，培

育和营造优良的整体育人环境；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氛

围，开办系列人文社会科学讲座，帮助和指导大学生如何提高自身的人文

素质；组织系列读书会、辩论赛、征文比赛、知识竞赛、宿舍文化展示、

手工艺品制作等具有品位、特色的修身教育活动，建立摄影、舞蹈、书

法、文学、音乐等人文社团，陶冶情操，塑造自我。

创新学校、社会和企业“三位一体”协同合作，构建学生多元发展的

职业素养培养体系。构筑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和自我管理的校园成长环

境，实现环境育人；通过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

形成良好的政治思想素养；实施多元化教学管理，实现管理育人；全过程

的心理健康教育，让学生有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把学生劳动课程学

习、劳动实践锻炼、劳动成果积累及劳动习惯养成纳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激发学生参与劳动、热爱劳动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同时，通过志愿服务、

熔炼营活动、拓展训练等多种形式提升综合素养能力。素质教育体系见图

4。

图 4 素质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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