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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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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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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