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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文献导读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丰程程　姜宏波　包　杰　郎宇曦 *

（沈阳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与医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866）

摘要：现阶段，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课程的教学方式为教师根据教材内容主讲，学生被动听课的传统模式，而这种方式将知识面

仅局限在教材书本当中，并弱化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本次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是在正常教学中引入文献导读模式，

基于“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将文献研读融入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课程教学体系，使学生在学习课程内容时也能

了解相关的科研成果，基于基础教学拓展学生的知识层次。这种教学方式能够将理论知识与科学前沿相结合，弥补了教材书本内容的滞

后性和局限性，创制了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课程的教学新模式，对本科生的知识拓展和能力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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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对于水产专业学生而言，具有至关重

要的地位。这门课程能够带领学生深入了解不同水产动物的营养

需求，并学习如何根据水产动物的营养需求，选择合适的饲料原料，

设计合理的饲料配方。随着水产养殖业和饲料行业的不断发展，

新的理论和技术不断涌现，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及时了解到

这些新的变化和进展，从而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传统教学模式

往往侧重于基础知识和理论的传授，而文献导读教学模式通过引

入最新的科研成果和行业动态，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

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

本次教学改革将文献导读模式引入水产动物与饲料学的教学之中，

以期能够丰富课程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经过实验后成熟

的文献导读教学模式可逐步应用于水产专业其他课程中，具有良

好的应用前景。

1.“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教学现状分析

现阶段，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这门专业课的教学方式主要

以教师讲授为主， 学生被动听课的典型“一言堂”模式，然而

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一些弊端：① 课程教学内容大多局限

于一本指定的教材，使教学内容局限且滞后；②课堂教学处于教

师主讲的状态，弱化了学生的主动思考意识；③学生处在一种“有

任务、无压力、无创新”的被动学习状态，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 

文献导读是一种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借助数据库甄选一

些专业文献，并根据各章节内容挑选几篇有针对性的文献及时地

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对文献进行阅读、分析、思考、总结的教学

方法，旨在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自主学习思考能力。这种教学

方式在欧美等国家广泛应用，教师依据学科发展的动态，指定相

关专业文献供学生阅读，教学内容丰富，让学生实时了解科学前沿，

使学生始终处在一种“有任务、有压力、有创新”的主动学习状态，

弥补传统教学方式的缺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为代表的高校

均已实施文献导读的教学模式，并已取得初步成效。因此，本教

学改革项目拟将文献导读模式引入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的教学

中，以期能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2.“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文献导读教学模式设计

2.1 改革内容

选取难度适宜、与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教材契合度高且具

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源，采用“前期引导阅读、后期自主阅读”的

方式，将文献阅读、问题思考质疑、师生互动交流、知识创新与

成果展示等关键环节融入教学之中，并将文献阅读结果纳入成绩

考核体系形成闭环管理，以期从以下三个方面提高本课程的教学

质量：

①强化教学内容。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各专题拓展的文献内

容应具有实效性和前瞻性，让学生在学习教材固有知识的基础上，

跟进与本专业课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丰富学生的专业知识储备；

②优化教学方法。构建了融入创新能力培养的文献导读教学

方法，将学生的状态从被动听讲调整为主动思考，在查找以及分

享文献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③改良教学过程。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参

与度，强化了互动交流的教学过程；

2.2 实施方案

① 文献导读教学模式调研 

查阅国内外资料，通过实地考察、观看视频等方式进行调研，

学习国内外已经成熟的文献导读教学模式。 

② 文献的筛选 

教师根据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教材（麦康森主编，2011，

第二版）中各专题内容进行针对性研究，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并进

行筛选，并与其他相关专业教师共同商议并确定文献，确保文献

的典型性、科学性、前沿性和学生的可接受性，为本项教学改革

工作做好基础铺垫。 

③ 示范性文献导读 

在前期实施过程中，教师通过对 1-2 个专题相关文献的示范

导读，如蛋白质营养、脂肪营养等章节，从“研究背景、研究目标、

研究方法、研究数据的分析、研究结论”等方面讲解一篇学术论文，

以帮助学生理解文献内容，同时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讨论与交流，

引导学生进行 思考。 

④ 文献阅读成果展示 

示范性导读后，教师会根据授课内容预选主题，要求学生课

外检索阅读文献，

并给予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为了检验学生的文献阅读效果，

将组织学生通过“书面作业、课堂发言讨论、小组 PPT 演讲”等

方式进行成果展示，并将其作为课堂成绩的一部分。在学生成果

展示完毕后，教师会对学生成果进行合理的点评，引导学生自主

思考，鼓励学生根据现阶段研究进展提出自己的新想法，以此提

高学生的文献学习、科技创新和综合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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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施方案技术路线图

3.“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文献导读教学改革效果

3.1 提升学生专业素养

通过文献导读，学生在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水产动物营养与饲

料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饲料原料的营养成分、水产动物的营养

需求、饲料配方设计、饲料加工工艺等的基础上，帮助学生了解

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技术。教学过程中，在蛋白质营养章节中

引入文献“水产饲料的蛋白源问题——提高饲料蛋白质利用率新

思路”，“水产饲料中动物性蛋白源替代鱼粉的研究进展”，为

学生详细讲解文献的重点内容，包括鱼粉中蛋白利用率高的原因、

能够部分替代鱼粉的其他动物和植物蛋白原料及提高其蛋白利用

率的方法等，紧密围绕本章节的重点内容拓展前沿的专业研究。

后续在脂肪营养、碳水化合物营养、维生素营养、饲料添加剂等

章节帮助学生选定文献，让学生深入阅读并理解文献中的内容后

再课堂上讲解汇报，并与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交流和讨论。在引导

学生查阅和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文献检索、阅

读和分析能力，激发了学生的科研兴趣，同时针对文献中的案例

分析和讨论也锻炼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

接触和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成果，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了

解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领域的学术动态和发展趋势。这种教学方

式有助于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他们的学术素养和创新能力，

也有助于学生构建起完整的专业知识体系，为后续的专业学习和

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

对于教师而言，文献导读也是提升教学效果的一种有效方式。

文献导读教学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广泛的阅读积累。

在准备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筛选、阅读并深入理解大量专业文献，

这一过程有助于教师不断更新知识结构，紧跟学术前沿和行业动

态，为教学提供更加丰富和生动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

要引导学生对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这需要教师自身具备扎

实的科研基础和较强的科研能力。通过参与文献导读教学，教师

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为未来的科研工作打下坚实的基

础。同时，教师还可以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提高教学质量。此外，教师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教学方法，

如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翻转课堂等，以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和学习效果。这些教学方法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

掌握专业知识，也有助于教师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

4. 结语

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课程，传统的教

学方式会使学生的知识面仅局限于教材上的内容，且被动听讲的

课堂模式弱化了学生的主动思考能力。本次教学改革将文献导读

模式引入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的教学之中，对教材的各专题内

容进行拓展，与学生进行讨论交流，让学生了解到科技前沿，从

而加深对授课内容的理解，这种授课模式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素

养、培养科研兴趣与能力、拓展学术视野，为学生在大学四年级

时毕业实验的设计和毕业论文的撰写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文

献导读的教学方式能够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优化教

学方法与手段并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综上所述，本次教学

改革对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创新优化，让

教师与学生均受益匪浅，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随着科学研究

的发展，文献导读的授课模式需与时俱进，我们将根据本次教学

改革的经验继续探索，不断丰富教学内容，以期为水产专业的学

生提供更坚实的专业知识支撑，从而实现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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