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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兽医内科学是研究动物非传染性内部器官／系统疾病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临床学科，不仅
与动物医学专业基础课程密切相关，而且渗透到临床各个学科，是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主干课
程。针对兽医内科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有效互动缺乏、教学方法单一和反思意识缺失等问题，通过
将国际前沿的导学互动（ＢＯＰＰＰＳ）模式运于教学实践，对兽医内科学教学方式进行改革，从而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反思和创新能力，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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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医内科学（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是以
动物非传染性内部器官／系统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
的、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一门综合性临床学
科。其重点在于以动物生理学、动物生物化学、动物
解剖学和兽医药理学等课程为基础，研究和揭示疾
病发生发展规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理论结
合临床实际进行具体分析，同时借助有效的诊疗手
段做出准确诊断，继而提出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最
终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导学互动（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最早是由加拿大
温哥华大学的道格拉斯ｏ科尔（Ｄｏｕｇｌａｓ　Ｋｅｒｒ）团队
于１９７６年创建，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教学反思和
有效互动。作为综合性临床学科和动物医学专业本
科生的主干课程，在兽医内科学教学过程中如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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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学科有效融合，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养成
主动探索、目标明确和举一反三的习惯，是破解传统
兽医内科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有效互动缺乏、教学形
式单一和反思意识缺失等问题的根本途径。而

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的特点与解决目前兽医内科学教
学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办法不谋而合。

１　导学互动教学模式

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由六大板块组成：即 Ｂ－－
Ｂｒｉｄｇｅ－ｉｎ（导言），Ｏ－－Ｏｕｔｃｏｍｅ（学习目标），Ｐ－－Ｐ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前测），Ｐ－－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参与
式学习），Ｐ－－Ｐ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后测）和Ｓ－－Ｓｕｍｍａｒｙ
（摘要／总结），以上六大板块的首字母即为ＢＯＰＰＰＳ
名称的由来。

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旨在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引
入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具有明确的教学目
标，在了解学生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提问和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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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同时评估学生学习效果
并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总结，以恰当的方式引出将
要学习的内容，以便学生课后及时预习。

２　导学互动教学模式在兽医内科学教学中
的探索和实践

　　目前，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已成为国内高校教师
教学技能培训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并且其已在政治、
外语和计算机等课程教学中被逐渐应用，教学效果
良好。但是，如何将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运用于兽医
内科学教学，尚有待探索和实践。本文将以ＢＯＰ－
ＰＰＳ教学模式的基本组成为出发点，以传统兽医内
科学教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为切入点，就如何在兽
医内科学教学过程中探索性地实践ＢＯＰＰＰＳ教学
模式进行深入讨论和分析。

２．１　导言
巧妙运用专业或生活中常见但又容易被人们忽

略的实例吸引学生注意力并引起大家共鸣，从而引
出或导入兽医内科学课程教学主题，能直接影响整
个课堂教学的基调和氛围。以兽医内科学第七章营
养代谢性疾病第一节中“牛脂肪肝病”为例，以目前
人们普遍关注和关心的热点问题（如肥胖症和脂肪
肝）为切入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出两个基本问
题：“（１）肥胖为什么能引起脂肪肝？（２）牛脂肪肝病
与人和其他动物脂肪肝病的病理过程有何不同？”，
如此安排不仅能吸引学生眼球，而且也具备一定难
度，需要借助基础理论知识加以解释。这也恰恰能
弥补现阶段兽医内科学虽为兽医临床核心课程但学
生实践能力不足的短板。需要注意的是，课堂教学
导入问题不能过于简单，但也要避免过于复杂，能引
起学生兴趣并具备一定启发性即可。

２．２　学习目标
教学目标的设定要具备实践性或可操作性，切忌

过于空洞，使学生觉得遥不可及而容易放弃。以前文
所举牛脂肪肝病为例，教学目标的设定为：在课堂教
学结束时，学生能够明确牛脂肪肝病的概念、发病原
因、发病机制及防治措施。显然，此教学目标包括了
何为牛脂肪肝病、牛为何易发脂肪肝病、牛脂肪肝病
有何表现及临床上如何进行防治等要素。但这并非
教学难点，难点在于如何让学生在短时间内联想到所
学基础课程（如动物生理学和动物生物化学等）中有
关动物机体脂肪动员、肝脏脂质分解和肝脏脂质运输
过程等知识点，从而充分掌握牛脂肪肝病的发病机
制。总体来讲，在该教学环节中，应重点让学生掌握
可操作性的知识，但同时可兼具一定理论深度。

２．３　前测
在教学过程中，合理运用前测，教师可有效了解

学生知识储备与能力，进而灵活恰当地调整授课内
容的深度与进度。前测的形式多样，有小型测试、课
前预留问题非正式提问以及作业等。但对于类似兽
医内科学等大班教学的课程要运用测试或作业形式
显然受时间所限。此时，以非正式随机提问的方式
进行前测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如在牛脂肪肝
病授课前提出脂肪的生成或动员有哪些过程？肝脏
在这些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向同学们提出与课堂
授课内容贴切的问题，通过学生对问题的回应了解
学生对动物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相关知识的掌握程
度，如果学生反馈良好可在发病机制环节的讲授中
适当进行深度拓展，若学生反馈一般则需要在该环
节讲授中进行重点回顾，否则影响整体教学效果。

２．４　参与式学习
在该教学阶段，往往需要教师善于运用有效的

教学策略，提高学生课堂教学的参与度。以兽医内
科学教学为例，可首先给出一个病例描述，然后将学
生分组进行讨论可能引起病例描述中某一关键症状
的原因和机制，同时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要适时、合理
地进行引导以免学生讨论偏离主题。

２．５　后测
该教学环节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学生课堂学习效

果以及是否实现了既定教学目标。后测的形式依授
课内容而异，可呈现多样化。如需要学生重点掌握
某一重要概念，则可采用选择题或简答题形式，以考
察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的准确度；如需要学生重点掌
握某一操作技能，则可采用检验表或请学生代表简
单进行展示；如要考察对某一特定疾病发病机制的
理解程度，则可采用归纳总结发病机理图的形式等。

２．６　摘要／总结
该教学环节中，教师的角色是辅助学生进行课

堂内容总结，在兽医内科学教学中，完整讲授一种疾
病后，教师不应急于代替学生进行课堂总结。可通
过课堂教学主线或关键词对学生进行引导，最终目
的是让学生自主归纳授课内容，以进一步加深学生
对所学内容的印象，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该环节
中教师可在整合学习要点的基础上预告下节课学习
内容，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兴趣。当然，对学习努力
且学习参与度高的同学进行适当的表扬也不失为一
种好的总结方式。

３　导学互动教学模式在兽医内科学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无疑能激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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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兴趣，具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可引导学生主动学
习，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
但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和提升空
间，由于现行条件下，包括兽医内科学在内的绝大多
数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开设课程均以大班教学为
主，每个教学班少则３０人，多则９０人，甚至更多。
如此规模的学生数量若要开展分组讨论等参与式教
学，由于时间和教师资源有限，往往很难达到预期效
果。而参与式教学又是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不可或
缺的重要环节，如何在大班教学中有效实施和开展

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尚有待探索和完善。
动物医学是一个实践性和应用性非常强的专

业，为了有效提升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实践技能，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专业在新版（２０１４版）动
物医学专业学生培养方案中，调整和加强了实验和
实践教学环节，包括兽医内科学等课程在内的理论
教学学时进行了相应调整（理论学时由原来的５６学
时压缩为４８学时）。虽然学时压缩，但课堂教学内
容并未减少，如何在有限的学时内既完成教学内容，
又能有效地将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加以运用，则是兽
医内科学课程理论教学中亟待解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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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结

外籍教师是专业课程教学的新鲜空气，也是专
业教师中的新鲜血液和有益补充。如何充分利用这
一教学资源与优势，合理吸收其教学过程中的优势
与特点，让其融合到我们自身的教学实践当中去是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经过以上外籍教师授课的实
践活动与分析，作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在引入外教主讲《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专业
课程时，需要利用各种途径与方法，充分促进师生之
间的交流与对话，缩短师生距离，从而激发学生学习
热情并配合外教的教学进程。其次，聘用外籍教师
进行《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专业教学，虽能带来
国外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但“打铁还需自身
硬”，自身专业水平的提升才是根本。因此，提高教

学效果、促进双语教学以及推进专业教学国际化发
展等均是一个长期兼收并蓄和不懈努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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