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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美容》课程高职教学的实践与研究
梁权明

（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梅州 514000）

摘要：作为宠物行业的支柱型服务项目之一，宠物美容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宠物护理与美容专业为适应近年来宠物行业迅

速发展而设置的核心课程，但是该课程教学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教师加强实践与研究。文章首先分析《宠物美容》课程教学创新的必要性，

而后结合笔者实践经验提出可行性实践路径，旨在为提升《宠物美容》课程教学质量，加大宠物护理与美容专业人才培养力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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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美容》课程在高职宠物护理与美容专业处于核心地位，

它既关注理论知识的传授，又强调实践能力培养，要求学生在掌

握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终身学习意识、实际问题解决能力，

能够独立完成相关工作。教师需要充分意识到《宠物美容》课程

创新的必要性，针对宠物护理与美容领域的人才需求优化课程设

置、教学内容、教学实施与评价方式，开发教学资源。

一、《宠物美容》课程教学创新的必要性

（一）是衔接宠物行业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我国饲养宠物的家庭逐渐增多，为宠物行业发展带

来活力。宠物能够作为主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帮助主人舒缓情绪、

压力，提升生活质量。宠物美容能够弥补宠物体型上的不足，提

升宠物美感，使其改善主人生活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我国宠

物行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以大量具备优秀宠物美容服务能力、良

好职业道德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为支撑，要求教师加大《宠物美容》

课程教学创新力度。教师从不同角度入手进行《宠物美容》课程

教学创新，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为学生学习该课程创造良好

条件，是使课程教学衔接宠物行业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

（二）是促进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家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实施方案》要求高职院校启动“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将“1+X”证书制度与专业课程教学进行有机

融合，引导学生结合自身需要、市场岗位需求获得学历证书与行

业资格证书，为职业生涯发展做好更充分准备。宠物美容是宠物

行业的支柱型服务项目之一，要求学生保持对时尚与美保持高度

敏感性，对课程教学理念、内容、方法均提出了较高要求。教师

需要通过《宠物美容》课程教学创新，帮助学生掌握新技术、提

升审美意识，提升其宠物美容服务能力，使其更顺利地适应相关

岗位的任职要求。

二、《宠物美容》课程教学实践路径

（一）以能力为导向，进行课程模块设计

职业教育定位决定了高职《宠物美容》课程教学创新需要围

绕宠物美容岗位的实际工作内容开展，教师应以能力为导向进行

课程模块设计，强化学生宠物美容服务能力培养与相应工作岗位

的衔接性。首先，教师需要对相应岗位从业人员能力的要求进行

深入分析，岗位任务进行合理分解，为课程模块设计奠定基础。

其次，教师结合分析结果、分解情况，可以将岗位能力细分为基

础能力、专业能力、职业综合能力等 3 个能力模块，各个模块对

标宠物美容师职业等级标准、宠物美容岗位的任务要求，需要学

生掌握的技能主要包括基础操作技能、专项核心技能、岗位综合

技能。教师可以按照基础操作技能、专项核心技能、岗位综合技

能的递进逻辑，颗粒化、任务化重构《宠物美容》课程内容，构

建出精细化任务单元模块，为后续教学活动开展奠定基础。比如，

针对宠物犬美容的基础护理单元模块，教师可以将任务单元模块

细化为眼睛清洁、耳道清洁、趾甲修剪、被毛清洗、被毛烘干、

梳理被毛、洗后护理等，并采用相应引导措施指导学生在任务驱

动下开展学习。

（二）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加强教学资源开发与应用

随着现代科技不断发展进步，网络覆盖率持续提升，职业教

育数字化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宠物美容》课程高职教学创新对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渐提升。教师要重视各类数字化教

学资源对《宠物美容》课程教学实践的支撑作用，以之为基础对

高效教学方法进行多维探究，为学生培养各方面素养和能力创造

更好学习条件。这需要教师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加强教学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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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与应用，整合网络助教、数字化的学习资料、数字化教学设施

等资源，从而促进教学质量、学习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比如，教

师可以利用中国大学 MOOC 资源、现代宠物技术教育教学资源库

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通过对其中数字化资源的

筛选、二次开发、应用，加强对学生课前预习、课中学习、课后

巩固等环节的指导。在课前，教师可以通过向学生分享、推送微课，

引导学生进行预习，建立关于相关知识点的基本框架。在课中，

教师可以将经过二次开发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应用到学生合作学习、

交流展示、项目式学习中，实现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互补，为学

生提供灵活性、多样化学习方式。在课后，教师则可以通过线上

教学平台为学生答疑，与学生互动，指导他们对掌握的知识点进

行梳理、实践，帮助他们完成知识巩固与内化。

（三）以科学理念为基础，指导学生实践

人们对宠物外形喜好不同，是宠物美容发展的重要因素，故

而在教学《宠物美容》课程时教师要以科学理念为基础指导学生

实践，提升学生对时尚与美的感知力。这意味着教师需要树立终

身学习理念，不断学习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始终保持对时尚与美

的高度敏感性。比如，教师可以在研究国内外宠物美容造型案例

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社会审美特点、宠物主人需求，开发新型修

剪技术，并引导学生参与到案例、社会审美特点、宠物主人需求

分析，以及修剪技术开发工作中。在此过程中，教师不仅能够锻

炼学生分析、感知能力，而且能够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将终身学

习理念传递给学生。学生在终身学习理念指导下开展学习实践、

工作实践，能够提升职业生涯发展上限，更充分地实现自我价值。

以修剪宠物毛发为例，整个教学实施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个阶段为宠物美容课程理论知识学习阶段，需要教师指导学生

学习教材内容、收集相关案例与信息，使学生了解物美容技术及

其发展潮流，为其参与新型技术开发、培养实操能力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阶段为实践阶段，需要教师结合多媒体技术对相关案例和操

作技术进行深入讲解，组织学生为宠物设计造型，而后按照一定

的顺序与步骤进行毛发修剪。

（四）以经费投入为支撑，提高专业含金量

随着宠物饲养家庭逐渐增多，宠物主人在宠物身上花费时间

与金钱的意愿增强，宠物护理与美容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同时也对宠物美容师的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一些宠物美

容院在传统趾甲修剪、刷梳类项目的基础上，开始新增宠物皮毛

养护项目，要求从业人员熟练掌握相关工具的使用。针对这种情况，

高职院校需要适当加大经费投入，为教师教学宠物美容技术以及

相关工具使用方法创造条件，以强化宠物美容教学与宠物美容领

域发展衔接性，突显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特色。有条件的高职院校，

还可以建设宠物美容院，为学生提供校内实习场，从而解决宠物

美容教学中面临的宠物少、学生实践难等现实问题，促进学生对

相关理论知识的探究、对相关操作技术的熟练掌握。依托完善的

基础设施，教师可以加快宠物美容教学模式创新，丰富学生实践

实习经验，帮助他们以先进的理论知识武装头脑、以丰富的实践

载体培养能力，培养与宠物市场的需求相契合的专业素养。比如，

教师教学宠物美容理论知识时，可以依托校内实习场融入动物疾

病知识教学，引导学生在进行宠物美容与护理的时候，仔细观察

宠物精神状态、皮肤情况，为宠物主人提供科学的饲养建议，并

采用专业手法提供美容服务，避免对宠物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宠物美容项目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为宠物护理与

美容专业毕业生就业带来更多新的可能，同时也对相关教育教学

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教师针对宠物护理与美容领域的人才

需求加强教学实践与研究。具体到日常教学实践上，教师要充分

意识到《宠物美容》课程教学创新的必要性，采取课程模块设计、

教学资源开发与应用、指导学生实践、加大经费投入等多方面措

施提升《宠物美容》课程教学质量，为学生成长为能够独立完成

相关工作的，宠物护理与美容领域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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