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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

实验动物学教学改革： 课程学习与从业证书培训相结合

周智君∗，俞远京，苏志杰

（中南大学实验动物学部，长沙　 ４１０００８）

　 　 【摘要】 　 将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与从业人员岗位证书规范化培训紧密结合是改革研究生医学实验动物学教学

的一个行之有效的举措。 一方面，通过转变实验动物学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将实验动物学普遍知识与其各自专

业相结合，提高他们在动物实验中的动手能力以及研究课题独立的寻找、设计和实施能力，在实践中培养其创新性

思维。 另一方面，在教学中同时学习国家的关于实验动物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伦理知识，使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

获得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岗位资格证书，打开动物实验的第一道门槛，最终达到实验结果精确可靠，方法规范、标准，
又符合伦理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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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动物学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带动下崛起的

一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医学和生物学为核心的综

合性新兴边缘学科，对生命科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

支撑和促进作用，已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学科特

色［１，２］，发展趋势表现出以下基本特点： （１）研究手

段多样性，由过于的单纯以整体研究为主，发展到

更多地注意采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２）各种模

式动物的比较基因组学的发展丰富了实验动物学

的内涵；（３）大量特殊实验动物模型已制备或培育

成功；（４）实验动物替代材料的应用和替代方法的

研究 发 展 加 快， 发 达 国 家 普 遍 开 展 了 以 替 代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减少（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和优化（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为核心的“３Ｒ”运动。 因此，提高实验动物学的教学

水平，培养学生的各项能力，对促进学科与支撑性

领域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４］。
现代生物医学研究日新月异对动物实验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发布了《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

办法》。 对从事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科技人员、
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作者，都必须接受有关法

律、法规及专业培训，必须取得实验动物从业人员

岗位证书［５ － ６］做出规定。
怎样通过研究生的实验动物学课程教学，做到

既能提高研究生对实验动物学的学术水平，又能达

到国家对实验动物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 作者对

此进行了一些探讨。

１　 现状和差距

１ １　 实践动手能力不强

实验动物学是一门实践与理论均很强的学科，
过去的教学往往着重介绍各类生物学科对实验动

物学的渗透，而对本学科的实验操作强调不够，尽
管国内有很多生物医学院校在研究生中开设了实

验课，但课时数也相对较少，动手操作的机会很少，
致使有些学生在开展科研实验时就连一些基本的

动物实验操作都不会，操作不规范，对动物造成严

重损伤，使科研结果不准确，甚至有部分学生没有

真正接触过实验动物，对实验动物存在惧怕、怜悯、
憎恶心理，对科研实验显得无所适从。
１ ２　 缺乏案例分析，启发创新意识不强

案例教学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

有效手段，这种教学可以使枯燥的理论原理在实际

工作中得到应用，可以使学生在生动的教学模式中

获得知识，例如：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案例分析，首
先提出人类的疾病问题，分析解决这种疾病机理的

研究思路，分析建立这类疾病动物模型的可行性，
总结这类模型的研究现况，按照实验动物的生物学

与模型的评价标准，选择最优实验动物，然后提出

制模方案，对制模结果进行分析，总结这类模型的

优点与不足，正确与理性的对待动物模型。 然而现

有的教学模式缺乏具体的案例分析，使学生只能依

样画葫芦，缺乏实验技术、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和独

立从事实验工作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同时随着招

生规模的扩大，实验室的硬件投入和人员配备相对

滞后，好多实验人多设备少，不是学生在做试验而

是在听试验，因而很难形成创新意识和主动意识。

１ ３　 国际规范和从业要求强调不够

随着实验动物学的迅猛发展，生命科学在实验

动物和动物实验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实验

动物的管理越来越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 国际

实验 动 物 科 学 理 事 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ＣＬＡＳ）对实验动物福利

伦理和善待实验动物做出了严格规定。 我国对实

验动物、动物实验场地、从业人员等也一一制定了

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凡是从事实验动物和动物实

验的科技人员、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作者，都必

须取得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岗位证书。 这就要求从

业人员不但要懂得实验动物知识，还要熟知有关实

验动物福利伦理和善待实验动物的基本内容，掌握

我国实验动物发展现状及法制化要求。

２　 教学改革探讨

２ １　 多种媒体的优化组合与实验课相结合

实验动物学课程是一门理论知识覆盖面广，实
际操作及动手要求很强的学科，但教学内容比较抽

象，很多内容难以准确形象地描述清楚，学生在课

堂上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无法上升到与实际的结

合。 动物实验课作为实验动物学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除了验证、巩固、扩充课堂理论教学内容

外，还注重培养学生实验动物基本操作技能、严肃

严谨科学态度和独立创新科研思维等。 但是，实验

课要传授的内容太多，有些实验课实验周期长，实
验内容多，影响学习的连贯性，加之实验经费及研

究生课程学习时间的限制，传统的教学方法很难达

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为此，我们制作了一系列的实

验动物教学录像，将基本的实验操作录制下来，与
多媒体课件优化组合，结合动物实验课的训练，能
加快学生的实验技能向个人科研能力转化，促进理

论知识转变为科研实践能力，这样有利于学生综合

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
２ ２　 精选案例，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创立四维医

学实验动物学教学模式

案例分析法是由哈佛大学于 １８８０ 年开发完成，
后被哈佛商学院用于培养高级经理和管理精英的

教育实践，开始时只是作为一种教育技法用于高级

经理人及商业政策的相关教育实践中，后来被许多

公司借鉴过来成为用于培养公司企业得力员工的

一种重要方法，是创造力的培养有效方法。
创造力是指充分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形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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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发现新方法、发明新技术、创造新事物的能

力，是知识、能力和人格等基本要素的综合反映，具
有新颖性、探索性、批判性、实用性等特征。 历史上

实验动物的实践有大量的有趣案例可供教学分析，
例如裸鼠的发现与相关的肿瘤模型，通过裸鼠的发

现案例的分析，可以将实验动物疾病模型基因的保

存与表达，动物的饲养与保种等问题给予充分的讨

论。 因此，在实验动物学教学过程中，鼓励引导学

生根据自己所学理论知识，设计一个和自己专业相

关或感兴趣的动物实验或者自己的毕业课题，为其

提供实践的平台设施，使学生能自主创新研发，使
科研思维和创新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有效增

强了学生的社会综合竞争力。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

将自主能力和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始终贯穿实验动

物学教学的全过程。
结合国内外实验动物学的发展，在研究生的实

验动物课程教学中，除传统的理论教学外，设置师

生互动课堂，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能更好有效地应用

于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引导学生开展自主研发实

践，从而建立实验动物学 － 动物实验技术 － 引导

应用 －自主研发实践四维医学实验动物学课程教

学模式，建立医学特色突出，符合医学实验动物学

课程教学大纲，以满足对医学研究生的培养需求和

培养目标。 利用实验动物公共服务平台，引导鼓励

学生自主研发，积极开展课外实践，提升科研思维

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通过优化实践环节，才能真正

的加强自主能力和创新性思维的培养。 通过自主

设计实验逐渐培养学生自主能力和创新性思维

能力。
２ ３　 课程学习和取得从业人员岗位资格证书紧密

结合

随着我国实验动物事业的飞速发展，实验动物

的管理也逐步标准化、规范化、法制化，我国制定了

一系列具有强制性的实验动物国家标准和管理办

法，要求凡是从事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各类人员

（动物实验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都必须进行有关

法律、法规及专业培训，并取得实验动物从业人员

岗位证书。
医学专业的研究生科学研究离不开实验动物

和动物实验，因此，在研究生实验动物学课程教学

的过程中同时遵从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岗位资格培

训的要求，对学生进行规范化的培训，使他们在课

程学习的同时取得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岗位资格证

书，一举两得。
实验动物学教学改革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在

全面推进改革创新的新形势下，积极探索适合高等

医学院校教育的实验动物学教学体系，充分发挥实

验动物学在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摆在实验动

物学教学改革面前的重要任务。 实验动物学教学

改革不仅需要在平时教学中进行一些大胆尝试和

积极创新，而且在医学实验动物学教学活动中还要

力求通过实验动物学教学工作使学生深入领会该

学科在医学科学实验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能自

觉地将该学科科技正确应用于各自的专业领域，为
以后在医学研究中依法从事动物实验研究工作奠

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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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魏泓． 医学实验动物学 ［Ｍ］． 四川： 四川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１．
［ ４ ］ 　 师长宏， 张海． 浅谈高等医学院校硕士研究生《实验动物学》

教学的几点感想 ［Ｊ］ ． 教育科研． ２００９， ８３：１８ － ２１．
［ ５ ］ 　 陈振文， 王锯， 王承利，等． 我国实验动物专业人才培养的

回顾与展望 ［ Ｊ］ ．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２００４， １４ （６）： ３７８
－ ３７９．

［ ６ ］ 　 胡娟峰， 战大伟， 江其辉， 等． 实验动物人员培训的思考与

展望 ［Ｊ］ ．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２００６， １６（１２）： ７８５ － ７８７．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０７

２９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第 ２６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ｏｍｐ Ｍ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