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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与课程思政在动物卫生法学课程中的应用 
李鹤 1  韩齐 2  宋军 1* 

（1.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黑龙江大庆  163319  2.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  黑龙江大庆  163319） 

摘要：动物卫生法学是兽医公共卫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物医学与行政法律法规相交叉的一门新兴学科，在“执业兽医资

格考试”基础科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些专科院校开设的“畜牧兽医法规”课程与本课程所讲内容大同小异。但由于授课学生主

要面对动物医学专业学生，其法治观念相对单薄，致使本门课程在讲授的过程中学生普遍兴趣不高。本文主要探讨在动物卫生法学

教学过程中将案例教学法与课程思政教育相结合的心得体会，力图提高动物医学学生在学习本门课程中的兴趣，增强学生法学理论

知识及法制观念，使本专业学生在今后的从业过程中能够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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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克里斯托

弗·兰德尔（Christopher Langdel）教授于 1870 年首次提出的，

该方法被广泛的应用于美国各法学院的教学工作中[1]。主要是由

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首先提出相关法律知识点并引用相关案

例，通过让学生对法学案例的分析与探讨找到分析问题及解决

问题的答案，这使得法学这门具有很强科学性、专业性的学科

在教学过程中变得形象、生动、具体，极大的提高了学生学习

法律知识的热情。现如今案例教学法已被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领

域的教学工作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执法程序，

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在法制轨道上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理念与“动物卫生法学”这门课程

中所讲的动物卫生行政程序、行政执法、行政救济板块不谋而

合，足见在高校中加强法治建设的重要性。此外，习近平总书

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中也强调了，在学校

教学工作中教师要加强立德树人，培养学生正确的政治信仰，

加深爱国主义情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与广阔的知识视野，

同时做到要求学生严格自律并树立良好的人格。而动物卫生法

学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便是培养学生执法、懂法、守法，在今

后的从业过程中严格遵守动物卫生行政法律法规，用法律的武

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学习相关法律知识的同时学以致用，

这一定程度的体现了将课程思政环节融入教学工作中的必要

性，同时也与总书记的会议精神相符合。因此，在本学科的教

学工作中将案例教学与课程思政相结合不仅紧密的贴合了时代

背景，也符合当下寓教于学的教学理念，极大程度的提高了学

生们学习动物卫生法学这门课程的兴趣[2]。 

1. 案例的特点 

1.1 案例应具有时效性、代表性 

我们国家在动物卫生行政板块颁布了很多的行政法律法

规，而行政法律法规的特点是种类繁多、没有统一的法典，同

时富有变动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动物卫生法律法规需要紧密

贴合国家对动物卫生行政板块的管理工作，因此，动物卫生行

政法总是不断经历着立、改、废、再立、出台的过程。例如目

前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便经历了两次大的修

订，最终才得以完善。这提示我们在教学工作中要紧跟国家政

治经济的发展步伐，同时密切关注动物卫生行政板块新修订及

颁布的法律法规，切实做到将案例及时更新，与时俱进。在选

用案例时也要考虑到案例的代表性，在课上选用具有普遍性、

代表性的案例，或者是当下的热点案例以及发生于学生身边的

案例，无形中也加深了学生对案例的理解，调动了学生积极主

动学习的兴趣[3]。 

1.2 案例应与教材相适应、难易适中 

动物卫生法学这门课程目前的选用教材为 2011 年科学出

版社出版的华中农大邓干臻、陈向前教授编著的《动物卫生法

学》这部著作。全书共分为三个大篇章，分别介绍了动物卫生

行政法及法律基础知识理论、我国的动物卫生法律制度、动物

卫生行政执法与救济。以动物卫生行政执法与救济为例，当讲

授该章节时，我们需要选用我们国家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动物

卫生活动中对于违法违规的行政相对人所采取的不同行政处罚

案例来进行讲解，以此更好的贴合教材[4]。同时，行政救济部分

选用近年来国家发生的行政赔偿案件作为案例为学生讲解依法

维权的重要性并学以致用。在选用这些案例的过程中应避免存

在争议性的案例，例如所选案例需要具有时效性，是当下发生

的已完结的案例，这样不仅做到了难易适中，更能提高学生主

动思考问题的能力。 

2. 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比较 

为更好的体现案例教学法在本门课程中的优势及重要性，

对本学期本科动物医学 6 个班级及专升本 2 个班级共 384 名学

生，采用传统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相比较的方法评估案例教学

法在本门课程的教学中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情况。通过对不

同的授课方式采用问卷调查与小组座谈的方法进行评估，结果

表明，案例教学法相比于传统教学法对学生的表达能力、自信

心、师生之间的友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学生的学习兴趣

等均有很大的提升（见表 1）。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在本门课程中

采用案例教学法更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极大程度的提高了学

生学习动物卫生法律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兴趣。 

表 1  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教学效果比较的问卷调查 

案例教学组（n=192） 
传统教学组

（n=192） 调查指标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增强表达能力 138 85.7  138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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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强自信心 129 88.3  110 74.8 

3.增强师生间友谊 158 94.7  123 54.1 

4.怎强理论联系实际 169 84.5  141 38.9 

5.提高学习兴趣 150 77.6  146 34.5 

6.学以致用 187 90.3  177 40.2 

7.改善师生间关系 164 68.3  161 43.5 

8．激发学生从事本

专业工作的兴趣 
171 88.7  164 65.2 

3. 案例教学法与课程思政相结合 

根据 2020 年教育部出台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的文件内容，全面在高校推进课程思政是全社会落实教师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措施。目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正以迅

猛的步伐向前迈进，因此在本课程中引入课程思政元素的同时，

将其与案例教学法相结合势在必行，这不仅能提升本课程的深

度，也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新时代立德树人教师

队伍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能够更好的教育学生培养

自身良好的品格，同时也能使学生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达到学

以致用[6]。 

3.1 动物性食品安全板块的应用 

动物性食品安全一直是兽医公共卫生学与动物卫生法学所

关注的重点，通过案例分析的讲解将课程思政元素进行融入能

够更好的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例如，将近些年来关注的重

要公共卫生学事件“苏丹红事件”、瘦肉精事件”、“皮革奶事件”、

“兽药残留问题”等案例进行讲解，可以使学生认识到相关问

题的危害性，通过讲解对相关问题的处罚可以使学生高度重视

动物性食品安全对于民生的重要性，同时教育学生在今后的生

活中严格遵守相关动物卫生行政法规，避免出现上述问题。培

养学生知法守法的意识，牢记作为一名兽医人员的光荣使命。 

3.2 兽药监管板块的应用 

根据国家出台的“兽药管理条例”中相关要求对该模块进

行讲解，将近些年来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兽药执法案例进行引入，

让学生通过对案例的学习懂得生产、经营、加工、运输假冒、

伪劣兽药的危害性，同时通过讲解对相关问题的处罚使学生明

白上述问题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使学生懂得国家在相关行业内

立法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最终教育学生在今后的从业过程中要

严格的秉持执业操守，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事动物卫生相关活

动，坚决杜绝一切违法违规活动，维持良好兽药行业秩序，维

护国家市场经济大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2 动物疫病防控板块的应用 

针对该模块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主要通过对从事动物卫生活

动过程中，国家行政许可的相关规定入手，着重介绍在从事相

关行业内需要取得的许可证。例如，动物诊疗板块需要动物诊

疗许可证；养殖、屠宰及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场所需取得动物

防疫条件合格证，经营兽药需要取得兽药经营许可证等相关实

际案例，让学生懂得遵守国家行政相关规定的必要性。通过对

国家建立的动物疫情应急预备队的相关介绍让学生懂得处理兽

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具体方法及措施。介绍疫情报告、通报

和公布相关知识点时，让学生在懂得上述三者区别的同时，教

育学生在今后的从业过程中严格遵守疫情报告的义务及相关程

序，鼓励学生弘扬抗击重大动物疫情的防疫精神，提高自身的

责任意识与担当，激励学生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严格

践行兽医执业道德、坚定信念，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兽医人员。 

4 结语与讨论 

目前，关于本门课程在教书育人环节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很多的高校教师对法律知识缺少系统性的学习，很

多都不是相关法学专业毕业的教师。此外，学生对法律基本常

识及基本理论的掌握良莠不齐，平时生活中应用不多，因此学

生普遍表现为对本门课程提不起兴趣[5]。这给本门课程的教学带

来了一定难度的同时也影响了教学的效果。这就需要教师在掌

握本专业的基础上努力丰富自身法学知识，这样才能更好的完

成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鉴于此，笔者在此提出了将课程

思政元素与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这不仅符合新时代背

景下，全面贯彻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基本任务的要求，也对本门

课程的教学改革具有很大的帮助。将课程思政元素与动物卫生

法学案例相结合不仅可以更好的培养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兴

趣，也能够更好的树立学生的价值观，增强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的同时，更加热爱本行业。使学生通过学习本门课程做到在今

后的从业过程中知法、懂法、守法，坚决的成为一名法律的维

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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