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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实验动物学作为生命科学研究的支撑学科，已在多院校开设课程，尤其是医学院校。 但该课程的课

程设计相对拘泥传统、偏重理论，不能很好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 本文探讨从注重实践、与时俱进、定制授

课等方面改革实验动物学的课程设置、授课内容、授课形式，以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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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动物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主要涉及

动物科学和动物医学，是为医学、生物学、药学所用

的一门基础和技术性学科。 实验动物学发展迅速、
应用广泛，是医学、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发展的重

要助力和推手。 因此，实验动物学课程设置的合理

性和实施的有效性，在医学院校的教学和科研发展

中占据重要位置。

１　 实验动物学教学现状

１ １　 课堂授课为主，实践比例不足

实验动物学本身就是一门应用技术学科，理论

课固然重要，实践操作才是固原之本。 ２０１５ 年以

前，我校与国内多家院校一样，开设了实验动物学

课程，以理论课堂授课为主［１］，缺乏充分的操作练

习和实践体验，多数学生参加学习后，对动物实验

基础技术、实验动物饲养繁育基本知识和技术掌握

不足，不能胜任实验动物相关科研实践操作，在科

研工作中遇到技术阻碍。
１ ２　 教学大纲不统一，新内容补充简单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大量应用，实验动物学相关

技术也推陈出新。 而实验动物学课程仍主要以传

统教学计划为主要授课内容，即使在教学计划中对

于新出现的实验动物学相关技术或研究方法予以

简单阐述，但一般没有补充实验课程，学生雾里看



花、似懂非懂、并未能真正掌握和理解新技术新方

法的精髓，未能丰富学生解决问题的手段，使学生

站在科学的前沿。
当然，近几年，也不乏部分医学院校尝试顺应

科技发展做出的改革调整，尝试更多样、更鲜活、更
富有成效的手段和办法开设实验动物学课程。 例

如北京医科大学［２］、第二军医大学［３ － ６］、南方医科大

学［７］、兰州大学［８］、西安交通大学［９］、南通大学［１０］

均效果显著。

２　 我校实验动物学改革的抓手

２ １　 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提高学习积极性

我校实验动物学理论教学主要参考邵逸祥先

生的《医学实验动物学教程》，进行学科系统讲解，
设计 ３２ 个理论课学时，无实验课学时，共计 ２ 个学

分。 主要内容包括学科概论、实验动物的基本概

念、实验动物环境与设施、实验动物福利、实验动物

标准化、常用的实验动物特性、动物实验基本操作

技术等。 ２０１５ 年我校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改

革，在理论授课内容中加入本校动物设施的平面布

局介绍、动物中心功能介绍、动物实验方案伦理审

查填写讲解、动物设施操作 ＳＯＰ、动物设施使用注意

事项等与实际相关的具体内容，把理论实践化，抽
象具体化，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了解和掌握身

边的可用资源，更充分理解实验动物科学。 最后课

程考核与江苏省动物实验资质证和本校动物设施

准入证相关联，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动力。
２ ２　 丰富教学手段，增加观摩与体验，学得鲜活、
实际

由于自然科学的大力发展，一些新兴实验技术

如显微注射、体外受精、辅助生殖技术在实验动物

学的应用日渐增多，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对此等技术

的渴求是理论教学和课堂教学形式无法满足的。
在课件中加入图片、录像等多媒体课件显著提升了

教学效果。
２０１６ 年，我们借助数字成像系统和摄像机，建

立显微注射实验的视频教学片，使学生了解显微注

射的操作过程，了解转基因小鼠的制备技术，弥补

了学生无法进行高值仪器操作实验的缺憾。 通过

摄影摄像和剪辑技术制作长时实验的影音文件，例
如转基因动物的制作和鉴定实验教学片，既可用于

实验前讲解以启迪学生更好的实验操作，也可以通

过视频直接了解预期实验结果，较少实验等待时间。

由于近些年大鼠小鼠的遗传、生殖研究项目剧

增，尤其是在医学院校，科研项目要求科研工作者，
主要是研究生，掌握屏障饲养技术、大鼠小鼠保种

和繁育技术，而不再仅是药理实验为主的实验操

作。 对此，２０１６ 年我们相应做了两方面的课程改

革。 一方面，设置了 ２ 间 ３０ 平米的动物饲养屏障设

施模拟示教室，一间模拟屏障内功能布局，另一间

模拟饲养室内部布置。 课程中带领学生体会并掌

握屏障设施的人流、物流、动物流操作，掌握一般的

饲养操作和实验操作。 另一方面，我们开设《实验

动物学基本实验技术课》（１６ 课时），授课内容包括

雌雄分辨、编号、标记、分组、离乳、代乳、助产、配
繁、检栓、笼牌记录、采血、给药、动物观察、异常处

理、动物安乐死等。 通过亲历亲为的实践操作，使
学生，尤其是生殖、遗传等专业的研究生，掌握一般

的动物饲养管理技术和知识，满足其对自管品系小

鼠的保种、繁育、饲养等科研实验需求。 模拟示教

室的实践教学模式除了人员以外，需要投入场地、
物资和设备。 这种模式在国内的实验动物学教学

中未见报道。 小鼠保种繁育等饲养技术以前也更

多针对实验动物行业从业工作者，纳入研究生的实

验培训课，也并不多见，两者依据需求应运而生，我
们边探索边推进，但我们相信把屏障使用和保种繁

育等一般操作的实践教学，在研究生进入屏障前进

行实验模拟，增加研究生对屏障饲养和操作的切身

体验，可以显著减少设施内错误操作几率，极大地

降低屏障设施内的污染隐患，也可以有效促进学生

对实验动物标准化的理解。
２ ３　 定制化教学，深入、细致，提升教学效果

实验动物学来源于多学科，适用于多学科，所
含的技术和知识多，传统的整齐划一的教学计划不

能适用于当今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科研人员对

实验动物学知识和技能的需求［２］。 今年我校启动

根据学生的专业学系和学生层次水平进行区分授

课的定制化教学。
２０１６ 年之前，本科生教学中，卫生检验和医学

检验技术、基础医学院学院学系开设《实验动物与

疾病模型》（３０ 学时），主要传授传统的实验动物和

疾病模型知识。 研究生教学中，基础医学院开设

《实验动物学》理论课，３２ 学时，主要传授学科概论、
基本概念、实验动物环境与设施、实验动物福利、实
验动物标准化、常用的实验动物特性等。 从 ２０１６ 年

起，针对生殖医学、免疫学、生理学、神经科学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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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设置了《实验动物学基本实验技术课》 （１６ 课

时）选修课，主要传授实验动物饲养、保种、繁育的

基本技术；针对病理学、骨科学、肿瘤学等学科增设

《小动物表型分析实验见习课》 （２０ 课时），现场演

示小动物核磁、小动物可见光成像系统、小动物高

频彩色超声多普勒仪和小动物 Ｘ 光机等大型仪器

设备在各学科科学研究中的应用；针对生物技术学

和遗传学设置《模式生物的构建与表型分析》 （２０
课时），主要讲授生物技术在动物模型研究中的应

用以及动物模型在科学研究中的价值。

３　 实践中继续摸索改革的方向

以上改革措施，２０１４ 年开始谋划，２０１５ 年初步

试行， ２０１６ 年正式通过学校教学管理设置课程，
２０１５ 年我校《江苏省动物实验上岗证》的通过率为

９０ ６％ ，比 ２０１４ 年提高了 ６ 个百分点。
目前我校的研究生对实验大鼠、小鼠的实验操

作和科学研究相比往年顺畅许多，学生操作日渐规

范；科研中使用的基因工程动物的保种和繁育遇到

的问题在逐步减少，一旦有了问题学生也有了解决

的策略和方法，不再茫然不知所措；对于转基因操

作有了鲜活的概念，普及了转基因动物的饲养和遗

传等操作程序；对于动物表型分析中可用到的技术

手段有了初步了解，可以在日后的科研中增加实验

结果的表现力，增加学生对动物实验技术的。
我们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

验，探索改革的新方向。 通过基本实验、综合实验

和自主设计实验，分梯队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 增

加实验动物学设计性实验课程，不仅可以让学生更

好地学习和运用实验动物学，更广泛地把实验动物

学与多学科结合，也能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
高学生对科研的参与度，增强学生创新意识。 针对

药学院，应更多考虑实验动物毒理试验操作技术和

理论知识、疾病模型的制作知识和技术的传授，以
便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的药理知识、掌握一定实践

技能毕业时更快地融入工作环境，因此今后会考虑

增设药学院实验动物学实验课程。

４　 结语

种种开创性教学改革想法固然很好，但良性启

动和运行则离不开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和良好的

管理、引导与支持体系，真正切实可行的教学改革

方案还需继续开拓思想、细化方案、推动实施。
总之，在医学院校，应该不遗余力地通过多方

面、多形式的实验动物课程教学改革推动多学科的

科研交融、推动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科研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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