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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教学模式在动物育种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以甘肃农业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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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物育种学课程是动物科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具有知识结构复杂和实践性较强的特点，“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授

课模式不能满足畜牧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要求，亟须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培养质量。

采用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对甘肃农业大学动物育种学课程进行了教学尝试，统计分析学生的实验成绩、平

时成绩、期末成绩及综合成绩，问卷调查学生对PBL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评价PBL教学模式在动物育种学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应

用效果。采用 PBL 教学模式学生的实验成绩、平时成绩、期末成绩与综合成绩均显著高于传统教学模式，PBL 教学模式 80 分

以上学生居多，96.67% 的学生对 PBL 教学模式持赞同态度。PBL 教学模式效果优于传统教学模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学生对动物育种学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及综合应用水平。

关键词：动物育种学；PBL；教学模式；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S813.2-4；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23）02⁃0094⁃07

Application of PBL Teaching Mode in Animal Breeding Course： 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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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mal Breeding Course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Animal Science major. Animal Breeding Cours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strong practicality. The traditional “teacher-centered” teaching 
mode can't meet the demand of qualified and skilled talents by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 training quality need to be improved by relying on the teaching reform. PBL （Problem-based learn⁃
ing） teaching mode was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Animal Breeding Course in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 question⁃
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PBL teaching mod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
formed for students' experimental scores，usual scores，final scores and comprehensive scores. Thus，we objectively evalu⁃
ate the effect of PBL teaching mode i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Animal Breeding Cour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
age scores of students' experimental scores，usual scores，final scores and comprehensive scores in PBL teaching mod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Most of the students scored above 80 points in PBL 
teaching mode.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found that 96.67% of the students supported PBL teaching mode. PBL teaching 
mod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promote their command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in Animal Breed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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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飞速发展，动物科学专业人

才需求量剧增，其业务素养要求越来越高，教师们

理应与时俱进，更新课程教学理念，完善动物科学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能胜任规模化与集约化

猪、牛等养殖场选育工作的优秀大学生［1］。动物育

种学课程是高等农业院校动物科学专业设置的一

门专业基础课，包含家畜（如牛、羊）的起源与进化、

选择原理、交配体制、本品种选育、杂交选育、家畜

育种规划等内容［2］。该课程地位至关重要，在动物

科学专业本科生培养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该

课程包含先修课程动物遗传学、动物繁殖学等基础

知识，学习和掌握该课程知识是系统深入学习猪生

产学、牛生产学等专业课程的重要保证［3-4］。此外，

该课程与生产实践结合紧密，还涉及复杂的计算公

式，是一门实践性及理论性很强的专业课，多数大

学生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掌握不牢固、理解不深

入，传统教学常常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考虑到该课

程的特点与现阶段教学处境，需要采用先进教学模

式应用于动物育种学课程，以提高教学质量并培养

学生学习兴趣［4-5］。
国内学者围绕动物育种学课程的教学模式进

行了一些教学改革研究。王志秀等［5］在动物育种学

课 程 中 实 施 私 播 课（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SPOC）教学模式，通过网络系统可显示学生是否按

时完成学习的视频内容，课后的测验也能通过系统

记录查看完成时间及完成质量，选题研讨和学习讨

论区也有详细的记录，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的

互动评价在 SPOC 教学模式下得以实现，教学效果

好于传统教学；李志雄等［6］在动物育种学课程教学

中引入BOPPPS教学模式，通过导言（Bridge-in）、学

习目标（Objectives）、前测（Pre-test）、参与式学习

（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 测（Post-test）及 总 结

（Summary）6 大措施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实验成绩和

理论成绩以及创新能力及实践技能；李淑红等［7］结
合动物育种学课程特点，引入“基于问题式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模式，增进了

教师、学生 2个主体及二者之间的信息传递，也强化

了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学效果较好。可见，动物育

种学课程实施新的教学模式后，学生成绩显著提

高，学习积极性更高，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然

而，学校、学生、教师、教材和大纲不同，同一教学模

式的应用效果也存在差异，甘肃农业大学动物育种

学课程组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结合学校本课程教学

实际，决定选择将 PBL教学模式应用于动物育种学

课程，设置一系列 PBL 教学内容，不断修订完善以

提高教学效果、提高学生们的理论及实践知识掌握

水平、提升学生们对动物科学专业的关注和热爱。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 PBL教学模式的提出、兴

起的原因和优势，然后分析了动物育种学课程教学

存在的问题，最后探究了 PBL教学模式在动物育种

学课程教学中的构建、实践及效果。

1 PBL教学模式

1.1　PBL教学模式的提出

PBL教学模式由学者Barrows于 20世纪 60年代

在加拿大麦克马斯大学首次提出，随后引入到医学

教育领域，强调该教学模式既是一种学习方式又是

一种课程。该教学模式是指基于现实世界，首先精

心选择和设计教学问题，然后积极引导学生以小组

讨论形式参与课堂教学活动，尝试回答和解决教师

所提出的教学问题，接着教师巧妙地解决这些问题

使学生掌握重要知识点和学会解决问题的核心技

能，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小组合作的能力，最终使

学生能够处理今后生活和工作中实际困难的一种

教学模式［8- 9］。
1.2　PBL教学模式兴起的原因

随着时代的变迁及教学环境的持续改善，PBL
教学模式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理念，形成了“以问题

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导向、以培养学生

能力为教学目标”为特点的教学模式，目前作为一

种先进的教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为国内

外大多数学者认可，为许多国家、高校借鉴学习，该

教学模式兴起的主要原因为 PBL 教学模式符合当

前提出的新教学理念、创新意识和改革要求［10-11］。
现代科学知识的快速发展、新领域的不断涌现，传

统教学模式明显滞后，难以适应大容量、多层次及

更新快的知识体系，在这种全球高等院校教育新形

势下，诸多院校需要更新教育观念、加强教育和教

学改革，形成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新模式，持

续促进教育教学的水平，助推人才培养质量，为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保障［1， 11］。在这种背景

下，PBL教学模式大有作为，其可解开传统课堂灌输

式教学模式的枷锁，改变考前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

习惯，让学生成为教学主体，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综合思维能力及学习技能，符合时代对新教

学模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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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BL教学模式的优势

1.3.1　教师教学积极性更高

PBL 教学模式使得教师脱离讲台，但给教师给

予了较多的教学任务，教师的工作再不是简单地做

课件、备课和讲课，而需要在课堂上成为合格的指

导者和组织者。教师在课堂中语言变少，却成为影

响课堂效果的关键因素，需要合适时间以恰当的方

式引导学生由案例问题切入课堂，促使学生进行小

组讨论并反馈讨论结果，教师总结并提出建议。需

要注意的是，教师要整体把控课堂讨论的主题，避

免过度偏离主题。PBL教学模式对新时期、新时代

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持续不断地提

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才能在设置的学习案例中发挥

更大的引导和教学作用，才能切实提高学生的发散

思维和创新理念，最终学生与教师共同进步，真正

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教师更乐意使用 PBL 教学

模式［9， 12］。
1.3.2　学生学习主动性更强

传统教学是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而 PBL教学是

学生主动接受知识，因此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更强。

传统讲授的内容是一样的，学生参与度不高，但PBL
教学课堂上小组讨论学生是随机组合的、每次的讨

论人群不一，在课堂案例分析的过程中理解力强、

知识接受能力强的学生会接受和掌握较多知识，而

理解力较弱、知识接受能力不强的学生也能通过教

师的讲解掌握关键知识点。这有助于每个学生通

过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从而训练学生的

发散思维；有利于学生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在讨论

学习过程中还锻炼了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及逻辑

思维能力，树立起学习的信心，学生更愿意参与到

课堂教学活动来［9， 13］。

2 动物育种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动物育种学课程存在术语繁杂、理论性和实践

性强、内容丰富且零散等特点，其许多知识内容要

求学生进行识记和计算，并需要通过养殖场实地动

手操作才能掌握，致使该课程教学存在一些急需解

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2方面。

2.1　授课难度大，总学时不断减少，教师积极性不高

甘肃农业大学的动物育种学是伴随着学校动

物科学（即畜牧学）专业设立而开设并不断调整和

发展的，学校（原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于 1950年创建

畜牧系，同年设立畜牧本科专业，专业设立之初，该

课程就是本专业 24 门主干教学课程之一，1950－

1957年，课程名为“遗传学及农畜繁育学”，共 160学

时，其中育种学讲授 70学时；1957－1966年，课程名

为“遗传学及家畜繁育学”，160学时，其中育种学讲

授 80学时；1977年以后，学校采用全国统编教材《家

畜育种学》，教学时数为 80 学时，2001 年调整为 54
学时，2018年调整为 32学时。随着我国提出畜禽种

业振兴计划，急需培养新时代畜禽育种人才，随后

于 2020 年调整为 40 学时，包括理论 24 学时及实践

16 学时（具体理论教学内容与实验教学内容、学时

分配如表 1所示）。在此期间，总学时大幅缩减，致

使学生用于课程内容消化的时间缩短，授课难度较

大，教师积极性不高。

2.2　传统教学方法为主，学生主动性较差，学习效果

不佳

动物育种学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和应用

性较强的课程。长期以来，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未大

幅度改革，教师依然讲授绝大部分内容，学生只能

采用听、背和记的方式被动接受知识。而实践教学

多为机械性和验证性实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

压制，主体意识也被忽视，使得培养学生自我拓展

能力、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效果不佳，未

能很好达到课程设置的初衷与目的。

3 PBL教学模式在动物育种学课程教学中的

实践

笔者在甘肃农业大学动物育种学课程教学中

实施 PBL教学法旨在提出问题为核心，解决问题为

目的，因此其教学课堂完全围绕问题展开，教学过

程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查找资料”“课堂汇

报及互评”“教师点评及总结”4个阶段，这一过程主

要在合作与讨论中进行。

3.1　提出问题

教师提出问题，各小组的讨论均要围绕如何解

决该问题展开，故提出问题是该教学模式成功与否

的重要一环。这些问题不仅要包含动物育种学课

程的内容，还要具有学生深入探究的兴趣点。笔者

在课前备课阶段，依据教学计划、学习目标和授课

内容设计出一系列的问题专题模块，结合课堂情境

设计问题，列出具体的文献和网站，鼓励学生充分

利用互联网查阅资料。笔者以动物育种学课程第 3
章“家畜的生长发育与性能测定”为实例，介绍问题

是如何提出的，根据家畜的生长发育、家畜外形、家

畜体质和生产性能测定 4 个小节，设置了 4 个学习

模块，并提出若干个问题（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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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析问题及查找资料

笔者根据授课班级人数，组建了 5 人为 1 组的

小组，小组成员不变动，每位组员轮流担任组长。

围绕笔者提出的问题，课堂中小组成员发挥主观能

动性，分析问题并通过互联网等途径查找资料，然

后小组成员间进行信息交流、问题讨论、资料整理

表1　动物育种学课程概况

类型

理论部分

实验部分

实习部分

章节与内容

第1章  绪论

第2章  家畜起源与进化

第3章  家畜的生长发育与性能测定

第4章  家畜的选择原理

第5章  家畜种用价值的评定原理与方法

第6章  交配体制

第7章  本品种选育

第8章  杂交育种

第9章  品系繁育

第10章  杂种优势利用

第11章  家畜遗传资源

第1节  家畜外形部位的识别和体尺测量

第2节  家畜的摄影与摄像

第3节  畜禽品种分类与识别

第4节  综合选择指数的制订

第5节  系谱的识别与编制

第6节  近交系数和亲缘系数的计算

第7节  引种计划的制订

牛场的参观与实习

学时

2
2
4
4
4
2
1
1
1
1
2
2
2
2
2
2
2
4

教学方法

讲授、讨论

讲授、实操、讨论、总结

表2　“家畜的生长发育与性能测定”章节学习模块及问题提出情况

章节

家畜的生长发育

与性能测定

学习模块

家畜的生长发育

家畜外形　　　

家畜体质　　　

生产性能测定　

提出问题

问题A：生长和发育各自的细胞学基础是什么？两者有何联系？

问题B：生长发育的研究方法有几种？

问题C：家畜生长发育常用的衡量指标有哪些？

问题D：影响家畜生产的因素有哪些？

问题A：不同用途家畜的外形特点有哪些？

问题B：古代和现代的家畜外形评定有何差异？

问题A：库列硕夫对家畜体质有哪几种分类？各有什么特点？

问题B：体质与生产有何关系？如何用它来指导选种实践？

问题A：如何理解生产性能？

问题B：常见的生产性能有哪些？

问题C：奶牛DHI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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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汇总形成讨论成果。

3.3　课堂汇报及互评

各小组组长可灵活（如口述表达、PPT 演示）汇

报讨论成果，每组汇报时间控制在 5 min内，结束后

小组间互评，达到查缺补漏的目的。

3.4　教师点评及总结

学生汇报和互评结束后，教师点评及总结至关

重要，教师需对每个小组汇报的情况进行点评并总

结讨论成果，引导课堂讨论由浅入深、由点到面，教

学效果才会凸显。第一，，教师要深入分析提出的问

题，并给予科学合理解答。第二，教师要根据汇报

情况对每个小组讨论成果进行点评，明确指出其优

点及不足，倡导学生予以补充，最终由对该节教学

重点以及学生回答模糊不清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引

导；对表现突出、学习态度积极上进的学生，要给予

表扬（尽可能将其表现计入平时考核成绩）。

4 PBL教学模式在动物育种学课程教学中的

应用及成效

笔者借助 PBL 教学模式的明显优势破解了动

物育种学课程教学难题，客观地评价了 PBL教学模

式在该课程教学改革中的成效。

4.1　教学研究对象

甘肃农业大学 2019 级动物科学（畜牧兽医方

向）专业 3 班（共 30 人）采用了传统教学授课，2019
级动物科学（畜牧兽医方向）专业 4 班（共 30 人）进

行了教学改革，使用PBL教学模式授课，2个班级所

用的课程教材、教学大纲、课时数及期末考卷均相

同。课程结束后，采用无记名调查问卷形式调查学

生对新教学模式的满意度，旨在分析学生对 PBL教

学模式的认可度。

4.2　数据收集与分析

采用 SPSS 25.0软件的独立样本 t检验方法分析

传统教学班及 PBL 教学班实验成绩、平时成绩、期

末成绩及综合成绩的差异。

4.3　教学成绩、评价及效果

4.3.1　教学成绩

笔者从学生期末成绩分布情况表发现 2019 级

动物科学（畜牧兽医方向）专业 4班PBL教学模式的

实验成绩、平时成绩、期末成绩与综合成绩的平均

得分分别为 87.13、92.93、79.43 和 86.55 分，显著高

于传统式的 86.48、92.50、73.45 和 84.28 分（表 3）；

PBL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实验成绩、平时成绩、期末成

绩与综合成绩 80分以上学生居多，而传统教学模式

则集中在 80 分以下（图 1）。因此，PBL 教学模式能

显著提高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及综合水平，结果表

明PBL教学效果良好。

4.3.2　教学评价

为获得同学们对 PBL教学模式的反馈意见，教

学结束后，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向开展 PBL教

学模式授课的学生（2019 级动物科学（畜牧兽医方

向）专业 4班 30人）发放问卷 30份，回收 30份，有效

问卷率 100%。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学生

认为 PBL教学模式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综合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对专业课的兴趣，学生对

PBL教学模式持赞同态度的达 96.67%以上，对这种

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很高（图2）。

4.3.3　教学效果

1）教师授课积极性更高，教学能力快速提升。

在动物育种学课程教学中采用了 PBL教学法，对授

课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首先，必须熟知教学大

纲、课本理论及实践知识、学生能力等情况，才能更

好地规划课堂教学重点及难点，才能制定出科学合

理的讨论提纲；其次，必须具备较高的组织管理能

力和控制课堂节奏的技能，才能更好地规划和控制

课堂；最后，必须课前集中精力及花费大量时间进

行设计课堂要讨论的问题，才能确保课堂教学质量

与效果，但也承担了更多的额外工作量。课程组老

师采用 PBL教学模式在动物育种学课程授课中，既

提高了的教学能力，还为申请教学改革项目提供数

据（如课程组申报了甘肃农业大学 2022年动物育种

学一流线下课程）。

2）学生学习主动性更强，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相比于传统教学模式，采用 PBL教学模式教授动物

育种学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们启发学生从不

表3　考试成绩分布情况

授课方式

传统式教学模式

PBL教学模式

班级

动物科学（畜牧兽医方向）专业3班

动物科学（畜牧兽医方向）专业4班

人数

30
30

实验成绩

86.48
87.13*

平时成绩

92.50
92.93*

期末成绩

73.45
79.43**

综合成绩

84.28
86.55*

注：*表示同列数据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示同列数据间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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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角度认识和分析课程中提及的问题，鼓励学生采

用不同实验方法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学习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发现采用 PBL教学模式基本达

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学习效果显著提高。首先，

课堂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的学习氛围，学生能充分

表达观点，增强自信心，逐渐提高沟通和与人合作

注：综合成绩 = 平时成绩×40% + 实验成绩×10% + 期末成绩×50%。

图1　2个教学组学生平时成绩（a）、实验成绩（b）、期末成绩（c）和综合成绩（d）分布情况

图2　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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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协助意识明显提高。以 6~8人为小组参与

课堂讨论，通过讨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每位学生

均可自由发表意见，既分工又互相配合，形成了融

洽、相互尊重及竞争特点的课堂氛围，帮助学生建

立起了小组协作意识。其次，笔者发现 PBL教学模

式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兴

趣和动机、提升自主学习和获得结论的能力等，学

生的成绩显著提高。

5 结语

21 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诸

多高校已将 PBL视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进行推广，

以提高课堂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于社会。传

统教学模式开展动物育种学课程教学难度较大，采

用新型 PBL教学模式更适合，是为我国培养和输送

“厚基础、个性化、研究型”畜禽育种高质量专门型

人才的客观要求。笔者将 PBL 教学模式应用到了

甘肃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专业动物育种学课程教学

中，初步建立了动物育种学课程 PBL 教学新体系。

该模式以学生为中心，通过互动教学手段，吸引学

生注意力，积极主动探究和解决问题，学生自主学

习意识更强、学习积极性更高、知识掌握程度更牢

固，教学效果特别明显。对于某些影响教学效果的

因素，有必要在后续的教学实践中进行改进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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