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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教学·
四阶段四层次医学实验动物学教学模式的建立

师长宏 张 海 王四旺 施新猷
(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陕西西安 710032)

摘要：通过基础理论、实验操作、应用实践和在职培训四个阶段学习，构建医学特色突出，符合国家法规的医学实验动物学课程体
系。针对不同学科专业的培养要求，以及教学对象的素质结构，合理调整教学内容，区别对待研究生、本科生、医学实验专业技术
学生和实验动物学专业学员的实验动学教学，制订四层次教学重点与大纲，强化实验动物学与医学生物学的融合，突出专业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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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laboratory animal course system with predominant medical feature and compliance to the national regulations

was constructed through four stages of learning on the basic theory, experimental practice, application practice and in-service training.

Teaching contents should be rationally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subjects and the diathesis structure of

teaching objects. The teaching of the laboratory animal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among post-graduate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professional students of medical experiment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students of laboratory animal. The four-level teaching emphasis

and syllabus should be formulate to intensify the fusion of laboratory animal and medical biology, sequentially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ubject will be highligh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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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学是研究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一门边缘性、基
础性、综合性学科[1]，不仅是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更是医

药学本科生、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主要保障条件[2]。实验动物学在

我国起步较晚，国家教育部要求在医科院校开设实验动物学课

程只有短短的十几年时间，而且各个院校实验动物学教学水平

层次不齐，课程设置缺乏统一标准，迫切需要建立科学、完整的

教学体系[3]。我校早在 80 年代就在全国医科院校率先开展了实

验动物学教学，先后为医学实验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本科生

和动物实验技术人员开设了实验动物学课程，构建了医学院校

实验动物学课程体系，科学合理地培养学生的实验动物学基础

和动物实验技能，使其更好地适应未来医学教育变革的需

要[4，5]。

1 围绕医学需求，构建四阶段课程体系

对医学生而言实验动物学为基础 / 应用基础类型的课程，

其教学内容不仅包括了基础理论，更涉及了大量的实践操作，

是医学研究的必要手段和工具[6]。在国内，农科院校最先开展了

实验动物学教学，该类院校的教学主要关注实验动物的饲养管

理与疾病防治，这些内容与医学生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7]。根

据国家教育部和卫生部对医科院校基础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

结合国内外实验动物学的发展，我们以应用创新能力培养为指

导，通过基础理论、实验操作、应用实践和在职培训四个阶段学

习，构建医学特色突出，符合国家法规的医学实验动物学课程

体系，以满足教学对象的培养需求和目标[8]。
新课程体系基础理论部分，以《医学实验动物学》为教材，

使学生掌握实验动物学的基础概念、分类、质量控制及动物模

型复制理论，弱化实验动物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实验操作部

分以《基础动物实验技术与方法》和《医学动物实验方法》为教

材，突出能力培养，重点使学生掌握常用动物实验技术与方法

和实验动物的饲养与管理；而应用实践则使学员能够独立完成

动物实验设计，运用动物实验验证医学理论；掌握人类疾病动

物模型的复制方法；能够将动物实验方法应用到外科手术中，

教材为《动物实验设计》和《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在岗培训主要

是根据国家《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2001.12 颁布）

和《陕西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2011.6 颁布）的相关要求，实验

动物从业人员必须参加实验动物学的专业培训，突出岗位培

训，重点学习国家有关实验动物的法律法规，了解我国实验动

物科学发展现状，特别是要让学生熟知国际实验动物福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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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有关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和善待实验动物的基本内容，寻

求科学、有效、合理使用实验动物的方法，减少对动物造成的不

必要伤害，提高实验结果的准确性[9]。该阶段主要是依托《全军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培训教材》完成，通过在岗学习，培养了

学生解决具体问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特别是形成对实验动物

科学发展的全面认识，完善了学员的知识结构，提高了其综合

素质，进一步巩固了专业教学成果[10]。

表 1 《医学实验动物学》课程体系的四阶段结构

Table 1 The four stages structure of medical laboratory animal course system

阶 段

Stage

教 材

Textbook

授课重点

Teaching emphasis

基础理论

(Basic theory)

《医学实验动物学》 实验动物的基础理论、分类、质量控制及动物模型复制理论

实验操作

(Experimental practice)

《基础动物实验技术与方法》

《医学动物实验方法》

动物实验技术与方法、实验动物的饲养与管理

应用实践

(Application practice)

《动物实验设计》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

动物实验设计原则和影响因素，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复制方法，动物

手术学的基本技能

在岗培训

(In-service training)

《全军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

培训教材》

实验动物的法律法规，我国实验动物科学发展现状，实验动物福利伦

理和善待实验动物的基本内容

1.1 编制适用于不同阶段教学的课程教材和教学电影片

针对不同阶段的教学重点和需求，组织长期工作在课程第

一线、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基于阶段化课程体系及教学

内容的要求，主编完成 8 部教材，其中《医学动物实验方法》
（1983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和《医用实验动物学》（1988 年，陕

西科技出版社）分别为国内首部动物实验和首部医学实验动物

学教材。基础理论教材包括《现代医学实验动物》（2000 年，人

民军医出版社）和《医学实验动物学》（2001 年，第四军医大学

出版社）；实验操作教材为《基础动物实验技术与方法》（2011

年，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应用实践教材为《人类疾病动物模

型》（2008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在岗培训教材为《全军实验动

物从业人员上岗培训教材》（2005 年，全军实验动物管理办公

室出版）—军队和陕西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教材。拍摄完

成国内首部《医学实验动物方法》教学教育片。这些教材特色鲜

明，以医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实际需要为主线，可操作性强，使学

生能够全面、准确、科学的掌握医学实验动物学的课程体系。
1.2 修订和增加课程标准

为了能够更好的完成不同阶段教材的学习，我们先后修订

了医学实验动物（硕士）、医学实验动物（医学本科生）、动物生

物学（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和动物实验设计 4 门课程标准，突

出知识的前沿性和先进性，强调实验动物学与医学的内在联

系。明确了教学目标，指明各章节内容的重要知识点，并根据教

学重点调整了课时分配，规范了每个章节的具体教学要求；突

出了实习课的教学内容和执行方案。
1.3 制作配套的电子教案

按照增加和重新修订的课程标准，组织全体教学组成员，

制作了与之配套的电子教案 20 多万字，保证阶段化教学体系

的有效实施，特别是强调了动物实验结果图片和表格的展示，

使学员能够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医学实践相关联，方便了学员的

理解，提高了课堂授课效果，目前课程所涉及的内容多媒体授

课率均已达 100%。

2 制订四层次教学重点与大纲

针对不同学科及专业的培养要求，以及教学对象的素质结

构，制订四层次教学重点与大纲，编制不同层次授课教材。在教

学内容中注重实验动物学与医学生物学的融合，突出实验动物

学体系知识的掌握、动物实验基本技术及方法的掌握，强化学

员动手能力[11]。课堂讲述内容有所取舍、弱化与医学公共课程

重复的基础理论知识。实现课程内容与学员的培养目标相一

致，与学员的知识水平相一致，与学员的专业需求相一致。
2.1 区别不同学历层次需求，设定相应的教学大纲

医科院校实验动物学的授课对象层次较多，范围广，设定

教学大纲必须区别对待。其中，本科生及相应层次的教学重点

应放在实验动物学体系知识的掌握、动物实验基本技术及方法

的掌握[12]，而研究生及相应层次的教学应侧重动物实验设计及

相关科研能力的训练，强化实验动物学与医学生物学的融合，

要求学生将实验动物学与各自的专业和研究课题相结合，突出

专业特色，研究课题的动物实验设计[13]。医学实验专业技术的

学生，由于毕业后主要从事实验技术工作，需要强化动手能力，

重点对学生进行实验操作考试[14]。对于实验动物学专业学员，

则注重动物医学和比较医学并重，突出实验动物学体系知识的

掌握、动物实验基本技术及方法的掌握[15]。
2.2 针对医学生的需求，授课内容有所取舍

为了保证层次化教学体系的有效实施，在教学中，应结合

医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对教材中的内容有所取舍。例如关于“动

物饲养和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只要求了解；关于“实验动物分类

和品系特征”要求熟悉，关于“动物实验技术和疾病动物模型的

制备”等内容则要求医学生重点掌握。这样使得学生能够集中

更多的时间认真学习和领会与专业有关的内容，为将来课题研

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2.3 编写适用于不同教学对象的教材

为进一步体现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需求，我们打破实验动

物学传统教学中使用一本教材的局面，在已有研究生教材的基

础上，重新编写本科生教材。大胆压缩实验动物学的知识点，增

加动物实验设计、动物模型复制各论和动物实验方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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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医学实验动物学》课程体系的四层次结构

Table 2 The four levels structure of medical laboratory animal course system

层 次

Level

硕士研究生

Post-graduates

医学本科生

Undergraduate students

实验技术学生

Medical experimentation

实验动物学专业学生

Laboratory animal

教学目标

(Teaching aim)

能够将实验动物学与各自的专业和研

究课题相结合，突出专业特色，完成课

题的动物实验设计

了解实验动物基本理论知

识，掌握动物实验基本技术

和方法

能够熟练掌握动物实验技

术，完成动物常规饲养与管

理

能够对实验动物和人的基

本生命现象，特别是各种疾

病进行类比研究

教学重点

(Teaching

emphasis)

培养动物实验设计及相关科研能力，强

化实验动物学与医学生物学的融合

实验动物学体系知识的掌

握

强化动手能力，独立完成动

物实验操作

动物实验设计和科研能力

培养，动物模型复制方法的

掌握

教 材

(Textbook)

《现代医学实验动物》2000 年，人民军医

出版社

《医学实验动物学》2001

年，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基础动物实验技术与方

法》2011 年，第四军医大学

出版社

《比较医学》2005 年，陕西

科学技术出版社

将原有的 30 万字研究生教材缩编为适用于本科生的 9 万字

《医学实验动物学》（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01 年出版） 和适

用于医学实验专业技术的《基础动物实验技术与方法》（2011

年，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3 实施效果

通过 20 多年的教学实践，不断探索和完善课程内容，使得

医学实验动物学课程体系日趋合理。由于教学内容实用性强，

注重与医学研究的紧密结合，授课方式灵活，重点突出，激发了

学员学习兴趣，选修实验动物学的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从 90

年代初的 50 多人到 2000 年的 130 余人，直至 2005 年以后上

升到每年近 300 人，年授课时数平均达到 100 多学时，学生的

结业考试通过率始终维持在 95%以上。
按照总后卫生部的要求，2005 年开我们开始将教学成果

引入到军队“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中，先后在西安、兰州和

乌鲁木齐举办了五期军队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班，共计有

900 余人取得了全军颁发的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证，教学效

果获得了全军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的好评。依据陕西省实验动

物管理委员会的要求，2007 年 7 月，2008 年 11 月和 2010 年

12 月，先后举办了三期陕西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培训班，

推广应用该教学成果，培训全省动物实验技术人员 2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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