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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生理学实验》教学大纲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动物生理学实验 课程编号 VET2103

英文名称 Experiment of Animal Physiology 课程类型 科类基础课

总学时 27 学分 1.5

实验项目数 9 验证性实验个数 4 综合性实验个数 3 设计性实验个数 2

预修课程 动物生理学 适用对象
动医、动药、金善宝实

验班

课程简介

（200字左右）

本实验课程主要包括生理教学中有关血液、循环、呼吸、消化、泌尿、神经系统

以及内分泌等主要章节的九个实验。通过所开设的实验使学生了解生理学研究所

需要的基本仪器设备和使用方法；深刻理解生理学基本理论、理解实验设计的基

本原理；掌握生理学基本知识和生理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术、基本技能。注重提

高学生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

二、教学目标及任务

写明本课程在人才培养过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及作用，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后在

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应达到的要求。写明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之间的对应关系。

序号 课程教学目标 对应的毕业要求

1 验证和巩固生理学的基本理论；了解生理

学知识的基本研究方法

[专业能力]掌握和了解动物药学基础理论、专业

知识和实验实践技能，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

力。熟悉本专业相关政策法规，了解兽药行业

发展状况和趋势。能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方

法结合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技

术等对兽药及相关领域的复杂问题进行系统分

析和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或形成解

决方案；

2 掌握生理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术；理解实

验设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三、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学时

实验一
血液的组成，红细胞比容的测定，血红蛋白的

测定，红细胞脆性
1，2 3

实验二 蛙心肌特性 1，2 3

实验三 动脉血压的直接测定及其影响因素 1，2 3

实验四 胸内压测定，呼吸运动的调节 1，2 3

实验五 离体肠段运动的描记 1，2 3

实验六 尿的分泌和影响尿分泌的因素 1，2 3

实验七 反射弧的分析，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制备 1，2 3

实验八 激素对机体代谢状态的影响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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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九 摘除肾上腺动物的观察 1，2 3

合计 27

四、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以“实验项目”为单位说明每个实验的主要内容，重点和难点。并按“了解”、“理解”、“掌握”

三个层次写明每个实验的教学要求：

“了解”：是指学生应能辨认的科学事实、概念、原则、术语，知道事物的分类、过程及变化倾

向，包括必要的记忆。

“理解”：是指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把学过的知识加以叙述、解释、归纳，并把某一事实或概念

分解为若干部分，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或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

“掌握”：是指学生能根据不同情况对某些概念、定律、原理、方法等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结合

事例加以运用，包括分析综合。各章节格式如下：

实验一：血液的组成，红细胞比容的测定，血红蛋白的测定，红细胞脆性，红细胞计数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血液的组成。理解红细胞膜对不同低渗溶液的渗透抵抗力。掌握红细胞

的比容及其测定方法、比色法测定血红蛋白的方法。

本实验重点、难点：血红蛋白的测定和红细胞脆性实验是本次实验的重点。其中血红蛋白吸管

的使用为本实验的难点。

实验二：蛙心收缩的记录，蛙心起搏点，微循环观察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用结扎来观察蛙心搏的起点的方法。理解心脏不同部位传导系统的自动

节律性高低。掌握心肌的收缩特性并掌握其记录方法。

本实验重点、难点：心肌收缩特性的测定和记录是本次实验的重点内容。电刺激环路的连接是

本次实验的难点。

实验三：动脉血压的直接测定及其影响因素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直接测定动脉血压的方法。理解颈总动脉与神经的分离方法。掌握某些

因素对血压的影响及其机理。

本实验重点、难点：实验重点是动脉血压的直接测定方法。体液与神经活动对血压值的影响、

动脉插管技术，颈总动脉与神经的分离

是本此实验的难点内容。

实验四：胸内压测定，呼吸运动的调节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胸内压产生的原理以及一些因素对它的影响。理解胸内负压的存在。观

察各种因素对呼吸运动的影响，进而掌握其作用机理。

本实验重点、难点：重点是气管套管的插入和呼吸运动的记录。呼吸运动信号的记录方法是难

点。

实验五：离体肠段运动的描记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离体情况下肠的自律运动。

本实验重点、难点：体外消化道平滑肌运动特性的描记是重点内容，其中温度对其运动的影响

其精确性操作和离体肠段活性的保持是本次实验的难点。

实验六：尿的分泌和影响尿分泌的因素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尿的分泌过程。理解生理因素对尿分泌的调节。掌握生理因素对尿分泌

的影响。

本实验重点、难点：影响尿生成的因素的分析，膀胱插管的技术

实验七：反射弧的分析，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制备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只有当实现该反射的反射弧存在、并完整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反射活动；

理解脊髓反射的基本特征及兴奋在中枢神经系统内传导的基本特征。掌握本实验技术。了解生理学

实验对组织分离的要求。理解组织分离技术。掌握制备蛙类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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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重点、难点：组织分离技术；反射弧的完整性分析是本次实验重点。坐骨神经（传入神

经、传出神经）麻醉时间与深度是难点。

实验八：激素对机体代谢状态的影响

本实验教学要求： 了解血糖的调节机制。掌握动脉血采集方法和血糖测定方法。

本实验重点、难点： 静脉血的采集，动物腹腔注射方法。

实验九：摘除肾上腺动物的观察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应激反应。理解肾上腺在动物应激中的作用。掌握摘除小白鼠双侧肾上

腺后，存活时间的功能变化及应激反应过程中的功能变化。

本实验重点、难点：肾上腺摘除术，应激反应

五、阐述如何在本门课程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请详细阐述，未完成此项视为不

合格）

课程思政，就是在大学实验教学中，结合本课程内容，进行思想政治资源挖掘，明确课程思政育

人目标，通过教学设计，在课程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法制意识、社会责任、文化自信、职业素质、

劳动意识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

首先，教师在备课、钻研教材内容的同时，要正确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课堂内容和

自身对事业和生活的体会，恰当地联系有关德育教育内容；因材施教，在课堂教学中，引进材料要

针对学生的实际，有选择地加以使用。不同程度的学生可能需要选择不同的材料，即使是同一材料

也可能需要选取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进行分析。 总之要贯彻“ 精而管用”的原则, 克服随

意性, 所以材料一要典型，二要精炼，三要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要能说明问题，这样才能起到较

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在引进材料时，必须牢牢把握一个宗旨：提高课堂教学的高效性。材料是为完

成课堂教学目标服务的，每一个材料的引入，都要形成一个具体的观点，达到切实的教育目的。观

点与材料相统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本质要求，它是教学效益的集中体现，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集中

体现。观点不能脱离材料，材料也不能成为观点的陪衬。正确的做法是从材料中引申归纳出观点，

达到育人的目的。

其次，在吃透教材、熟练掌握教材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认真挖掘教材中蕴含的世界

观和科学方法论，提炼课程中蕴含的德育教育内容。在此基础上, 教师可通过语言、体态、手势、

情感点拨、心理暗示、激励引导等多种形式，将德育教育内容有机的渗透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之

中。 同时, 在内容的结合上可以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诸如案例式教学、问题式教学、专题式教

学、换位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等，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教授与学习的互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增加录像、录音等影视资料, 以此来增加学生单位学时的信息量，提升学生的

感性认识，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形象化，更易被接受。

六、考核方式及要求

写明本实验课的考核方式、要求等，要求侧重考核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

的能力，考核要体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期末考核加上平时考核应覆盖课程支撑毕业要求的

课程目标所包含的所有知识点。

成绩组成比例 考核/评价细则 对应的课程目标

平时 实验报告和操作技能测评（40%） 1，2

期末 闭卷考试（60%） 1，2

七、推荐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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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选用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相对稳定的国家、省级精品教材、面向21世纪教材，近3年

出版（再版）的新教材和外语原版教材。

教材：
《动物生理学实验指导（第五版）》，倪迎冬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年，标

准书号：9787109214743。

参考书：
《动物生理学实验（第二版）》，张才乔编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标准书号：

9787030409683。

八、说明

在此部分可做一些补充说明，若无需说明则可省略该项。

大纲修订人：贺斌

大纲审定人：赵茹茜

修订日期：2019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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