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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畜牧兽医专业《动物营养与饲料》课程

思政建设 

——以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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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思政课的入脑入心

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难题。高职专业课程中蕴含丰富的思政素材，本文以畜牧兽医专业《动物营养与饲料》课程为主

体，对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进行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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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内涵及重要性 

 “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高校课程教学和教学改革的各个环节，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想政治教育是立德树人的关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思

想政治教育关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強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近年来不断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2019 年 3 月

18 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9 年 8 月 1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又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思政课如何让大学生们入脑人心，是当前思政教育面临的ー个难题。高职专业课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

把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人专业课程，可较好地促进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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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动物营养与饲料》课程专业简介 

我校《动物营养与饲料》是畜牧兽医专业基础核心课程，是学生深入学习专业核心课程的桥梁。课程目标是市学生具备建

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的动物营养与饲料的知识和职业技能。课程工学结合，课程设计以课程相关工作岗位典型过程

来进行。该课程采用模块化教学，共分为五个模块，模块ー课程绪论，模块ニ动物营养需要，模块三饲料营养价值，模块四畜

禽饲料配制，模块五饲料加工及其质量控制。课程充分考量民族地区特点，结合民族地区生产实际教学。 

3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动物营养与饲料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探索 

3.1模块ー课程绪论课程思政建设 

3.1.1动物营养发展史，感受国家的进步，激发爱党爱国 

我国的动物营养与饲料大体上从 20世纪 20年代开始，经过近百年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 70年，我国动物营养与饲料

取得了巨大成就，如鸡的产蛋量从几十个到如今的三百个。通过向学生介绍我国动物营养与饲料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取得的辉煌

成就，让学生感受国家的进步，激发同学们爱党爱国热情，努力为党和国家奉献自己的青春。 

3.1.2感受民族地区畜牧发展，促进民族团结 

黔东南州生态畜牧业同样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新中国成立前牲畜少见，畜产品少见到如今全州牛存

栏 65.8万头、羊存栏 37万只，禽存栏 1100万羽。小香鸡、小香羊、三穗鸭、天柱骡鸭、黎平黄牛等品种不断入选国家种质资

源名录，三穗鸭已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各民族团结一心，促进了本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与进步，也促进了经济发展。 

3.1.3 了解国外动物营养与饲料发展状況，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 

我国动物营养与饲料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要认清我国动物营养与饲料发展起步晩，与发达国家仍有巨大差距。很大情

況下营养参数和饲料配制仍参考 NRC 和 ARC 标准。因此，我们要继续鼓足干劲，大力发展我国动物营养与饲料，广大同学是祖

国的未来，肩负着我国动物营养与饲料行业的赶超，因此，要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

斗的信念和信心，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 

3.2模块ニ课程动物营养需要课程思政建设 

3.2.1 了解动物营养需要的参考性，具备辩证思维 

动物的营养需要是经过广大畜牧工作者多年工作的总结，营养需要具有科学性，但其应用也具有局限性，营养需要数据很

多是在特定情况下获得，且动物个体存在差异，动物饲养环境不同。因此，在应用营养需要时只能是参考，实际情況要根据标

准进行适当调整。不能盲目全信，但也是重要科学依据，辩证看待动物营养的科学性和不足。 

3.2.2营养代谢病的量变与质变思维 

动物营养代谢病是动物由于缺乏某种营养元素而导致相应的缺乏疾病。它缺乏到一定程度出现相应的疾病，发病后补充相

应营养元素疾病即消失。因此，动物营养代谢病是由于营养元素量变的缺乏引起质变疾病，借此培养学生的量变与质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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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动物营养代谢病诊断需勤奋、刻苦专研的工匠精神 

动物不具备人类语言功能，其发病不会告知，且动物发病情况下有许多共性表现，如采食量下降、精神萎靡、发烧，因此

动物营养代谢病诊断需要学生多努力比较案例，刻苦专研掌握所有相关疾病发病表现，通过各方面知识精准诊断，这也是当代

工匠精神的重要体现。 

3.3模块三饲料营养价值课程思政建设 

3.3.1饲料资源的广泛性，要勇于创新 

我国饲料资源广泛，除向学生介绍常见饲料外，也向学生介绍本地区丰富的饲料资源，鼓励学生多识别黔东南乃至贵州丰

富的自然饲草资源并加以创新性开发利用，不但可提供丰富的饲草资源，同时降低饲养成本，提髙肉质品质。 

3.3.2饲料分析的严谨性，培养职业道德 

该课程包含饲料分析实训，对饲料的常规养分进行分析，与饲料化验室工作内容高度相似。饲料分析結果关乎饲料的价值，

同时也是向消费者提供明白的消费信息，便于动物生长。因此饲料分析要严谨认真，不能马虎，也不能作假，培养学生的职业

道德。 

3.4模块四畜禽饲料配制课程思政建设 

3.4.1饲料配制与创新创业 

饲料配制要求学生具有较髙的专业知识技能，饲料配制过程中讲求在满足动物营养需要的同时饲料的成本最低，最好能因

地制宜利用本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此项学习可培养同学们饲料配制的创新能力。配制的饲料配方可申请专利，也可以此

开展创业。 

3.4.2动物饲养实训培养学生耐心、爱心 

动物饲养实训是通过配制的饲料，特定时间段的饲养动物，测定动物特定时间段的生产性能。饲养期间，同学们要观察动

物精神和采食状況，固定时间喂食，收集粪便，时刻关注饲养动物。此过程既是学习过程也是模拟真实饲养过程，通过此过程

培养学生的耐心和爱心，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4 结语 

通过将思政内容融入课程过程中，探索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

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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