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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动物病理 

教学单元 炎症的基本认识 

学时 2 

上课地点 多媒体教室 

授课对象 高职畜牧兽医专业一年级学生 

2 学情及内容分析 

2.1 学情分析 

授课班级为 2019 级大一学生，该批学生已经学习了动物的解剖结构、动物

生理、病原微生物的种类、生长特性、致病特点和机体的免疫反应等相关内容。

本门课中也已经学习了充血、淤血、细胞与组织的损伤的定义、发生机制、病理

变化等相关内容。具体学习基础如表 1 所示。由于生活中炎症反应比较多见，所

以学生对此部分内容充满了好奇心，但该批学生普遍主动学习能力和理解力较差。 

表 1 学生学习基础 

课程名称 相关内容 

动物解剖生理 

1 动物的解剖结构； 

2 正常动物各器官的形态、结构和质地； 

3 正常动物各器官的生理功能。 

动物微生物与免疫 

1 动物病原微生物的种类； 

2 动物病原微生物的生长特性和致病特

点； 

3 机体的免疫反应。 

动物病理 

1 充血、淤血的定义、发生机制、病理

表现； 

2 细胞与组织的损伤的定义、发生机制

病理表现； 

3 各组织修复的能力和方式； 

4 增生的概念、发生原因及结果。 

2.2 教学内容分析 

本教学单元为本门课程的第八堂课，学生虽已掌握部分基础知识，但炎症反

应的机理和过程较为复杂，理论性较强。炎症的类型较多，病理变化多样。具体

教学内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教学内容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炎症的基本认识 

1 炎症的概念 

2 炎症反应的机理和过程 

3 炎症的分类 

4 炎症的病理变化 

5 炎症的结局 

6 炎性细胞的种类和功能 



2.3 教学目标 

本教学单元是本课程的重点内容，也是执业兽医考试的重点，学好本单元内

容也可帮助学生看懂血常规化验报告单。基于此确定本教学单元的知识目标、能

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如表 3 所示。 

表 3 教学目标 

单元目标 目标描述 

知识目标 

1 理解并熟记炎症的概念； 

2 理解炎症反应的机理和过程； 

3 熟记炎症的分类； 

4 了解炎症的结局。 

能力目标 
1 能识别炎症的病理变化； 

2 能识别炎性细胞的种类。 

素质目标 
1 提高理解能力； 

2 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4 教学重点、难点 

根据学情和学习内容分析结论，确定了本教学单元的重点、难点，如表 4 所

示。 

表 4 教学重难点 

教学单元重点、难点 详细知识与技能点 

教学重点 

1 炎症反应的机理和过程； 

2 炎症的病理变化； 

3 炎性细胞的种类和功能。 

教学难点 

1 理解炎症反应的机理和过程； 

2 识别炎性细胞的种类； 

3 识别炎症的病理变化 

3 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 

课程教学设计基于对分易教学平台，课前先通过对分易给学生发布一份引导

性材料（血常规化验报告单），并提出启发式问题，引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学

习积极性。开始上课时，学生先在对分易上签到，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次

用提问和答疑的方式传授知识。详细课堂教学设计及实施过程如表 5 所示。 

 

 

 

 

 

 

 

 

 

 

 

图 10 对分易学生签到 

图 2 对分易学生签到 图 1 对分易发布引导性材料 



表 5 课堂教学设计及实施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方法及手 

段 

时间/

分钟 

课前 

准备 

教师在对分易上发布引导性材料并提出启发式

问题 

学生思考并找出问题答案 

信息化教学手段  

开始上课 

考勤 

教师在对分易上发起 30 秒签到 

学生用手机签到 

信息化教学手段 1 

导入引导

性材料 

导入一份动物血常规报告单，报告单中有炎性细

胞的检测项目 

教师答疑并提出新的问题，学生思考 

问题引导与讨论

法和启发式教学

法 

20 

讲授 

和 

答疑 

利用图片和视频讲授炎症反应的过程，在讲授过

程中处处设疑，启发学生思考，突破教学难点。

 

启发式教学法 40 

真题练习 

执业兽医考试真题的问答 

教师在对分易上发起抢答 

学生用手机抢答 

问题引导与讨论

法 
10 

布置课后 

任务 

任务 1 在对分易上填写课堂反馈 

任务 2 练习用自己的语言讲述炎症反应过程 
讲授法 9 



4 教学评价 

对分易具有很好的互动性，具有较好的教学内容发布功能，可以进行有效的

教学效果评价。课前进行手机签到，教师直接得出出勤率；课堂教学过程中可设

置调查问卷、抢答题、课堂小测等，实时监控课堂教学质量。课后可发布相关的

作业、考试题等，并能对教学全过程进行系统管理。 

5 教学反思 

1、根据课堂提问及学生抢答结果，不难发现，学生较好的掌握了炎症的概

念；能理清各类型的炎症，能识别各种炎性细胞并熟记各炎性细胞的功能。 

2、从学生出勤率来看，课前导入引导性材料，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采用问题引导与讨论教学法，可以使师生互动起来，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全过程。

启发式教学可以锻炼学生的理解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