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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养护与驯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 510306

【专业名称】 宠物养护与驯导

【招生对象】 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

【办学层次】 高职（大专）

【学 制】 基本学制 3年，实行弹性学制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宠

物品种特性、心理行为、营养需求、饲养管理、美容驯导、日常保健、疾病防治

基本知识，具备宠物饲养、护理、驯导等能力，从事宠物的繁育与饲养、护理与

美容、驯导与表演、销售与管理、宠物诊疗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职业面向

表 1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及资格证书

专业大类

（代码）

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

农林牧渔

（01）

宠物养护与

驯导

（510306）

畜牧业

（03）

畜禽养殖人员

（M001004）
畜禽养殖技术员 宠物健康护理员

畜牧工作人员

（M001002）
宠物驯导 宠物驯导师

畜牧工作人员

（M001002）
宠物美容 宠物美容师

兽医

（M001003）
临床兽医 宠物医师

兽医

（M001003）

畜禽疾病防治技

术员
动物疫病防治员

三、培养规格

(一)素质要求

1.思想政治素质：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

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明确

的是非和法制观念、家国情怀；品学兼优，具有优良的个人品质，强烈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

2.文化素质：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方法能力，塑造完善



的文化品质和良好的思维机制，使其不仅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且具有较强的适应

企业发展变化的能力，能很快适应岗位要求，有发展潜力。

3.职业素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具有敬

业精神和职业荣誉感，热爱本职工作，忠于职守；具有专心专注、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分析能力、协调能力和创造能力；具

有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服务意识、环保意识。

（二）知识要求

1.掌握宠物正常解剖结构及生理功能，掌握宠物疾病致病因素、疾病发生、

发展和转归的规律,掌握宠物疾病诊疗技术；掌握宠物的习性、营养需要、饲养

管理技术及宠物的品种特点、繁育和改良措施,掌握宠物的护理与美容等知识。

2.掌握宠物常用药物作用、临床应用及注意事项等理论知识，宠物疾病病理

知识，宠物营养需求及饲养管理方面知识，具有宠物美容基础知识，常见宠物疾

病防治知识等。

3.掌握宠物临床诊断、治疗等基本技术，常见宠物疾病手术方法，实验室各

项化验的操作；宠物饲养、繁殖、护理工作知识，常用宠物美容造型，宠物驯导

等专业核心知识。

4.掌握宠物营销、宠物美容用品和宠物保健品的营销等专业拓展知识。

（三）能力要求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运用宠物诊断相关知识，

进行宠物基本的检查、预防、诊疗工作；能够运用宠物疾病防治相关知识，会初

步诊断和防治常见宠物疾病；能够运用宠物美容与护理知识，完成宠物的美容和

护理工作；能够运用宠物饲养及驯导知识，完成宠物的饲养、繁殖和驯导工作。

四、课程设置

（一）专业核心课程说明

1.宠物饲养（08030213）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犬猫种类、犬猫外貌鉴定、犬猫选购、饲养准备、犬

猫营养与饲料、犬猫饲养。要求了解犬猫品种和生物学特性、掌握选购犬猫知识

和饲养准备知识、了解营养与饲养知识、掌握饲养方法和注意事项。

2.宠物美容（08030217）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犬猫基础护理、宠物犬修剪造型、宠物犬特殊美容等。



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宠物美容的基本理论和工作技能，在学习中，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沟通交流、自我创业等基本素质及宠物美容师的职业精神。掌握常见宠

物犬、猫的美容与修饰的相关知识，并能熟练运用到宠物美容工作中。

3.宠物食品（08030206）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宠物营养基本知识、宠物食品种类及特点、宠物食品

配方设计、宠物食品调制加工、宠物食品质量检测。要求掌握宠物营养需要、食

品种类和特点、了解各种宠物食品配方设计和加工工艺、掌握宠物食品蛋白质、

脂肪、矿物质、维生素等成分测定方法。

4.宠物驯导技术（08030212）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宠物驯导前的场地与器具准备、宠物品种准备、犬的

驯导和调教、猫的驯导、鸟的驯导方法、日常生活指令、特殊训练项目等知识。

要求掌握犬、猫驯导的基本方法、犬猫常见训练科目等。

5.宠物护理保健（08030216）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犬猫健康检查、犬猫的日常保健、犬的基础保健、犬

的健康防疫、犬猫日常护理。要求了解犬猫护理与保健内容，掌握常规保健护理

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制定防疫程序。

6.宠物临床诊疗技术（08030204）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宠物疾病诊疗程序、临床诊断方法及内容、一般检查、

系统检查、特殊诊断、建立诊断、基本治疗方案的制定、常用临床治疗技术。要

求掌握宠物疾病临床诊疗工作程序、能用临床诊断方法做一般检查、系统检查、

了解特殊检查意义、项目，完成特殊检查操作、能根据各项检查结果，建立初步

诊断、能初步制定治疗方案、并会应用治疗技术和手段。

7.宠物疾病防治（08030211）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宠物传染病、宠物内科病、宠物外科病、宠物寄生虫

病等。要求掌握常见内科病的原因、症状、诊断及治疗；常见外科疾病发病原因、

症状、诊断及治疗措施，熟悉外科手术程序；常见传染性疾病发生的原因、症状、

诊断、预防和治疗措施；常见寄生虫的形态、结构及治疗方法。

（二）专业方向选修课程说明

宠物养护方向



1.宠物繁殖（08030218）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宠物生殖生理、宠物生殖激素种类和作用、犬猫繁殖、

宠物繁殖障碍等。要求掌握宠物繁殖生理知识；能够鉴定犬猫发情症状，掌握适

时配种时机，能够进行妊娠诊断、助产；掌握常见繁殖障碍疾病。

2.宠物营销（08030219）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宠物营销内涵、宠物营销策略、宠物用品营销、宠物

活体营销、宠物寄养营销、宠物医疗营销、宠物美容营销。要求：掌握宠物营销

内涵，了解宠物行业先进的理念；熟悉营销策略，能够制定营销方案。

3.特种经济动物（08030220）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特种经济动物的饲养管理、育种、繁殖、产品加工、

生物学特性等方面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使学生掌握毛皮动物、药用动物、

特禽动物的生物学特性、繁殖育种、饲养管理、营养、产品加工、环境控制、疾

病的诊断和防治等方面的基本技能。

宠物诊疗方向

1.中兽医（08030221）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中兽医的基本理论、中草药、针灸、新医疗法及中兽

医技术对疾病的防治等。通过学习，初步掌握中兽医基础理论、辩证施治原则，

重点学会应用中草药、中兽医技术防治畜禽疾病。

2.兽医法规与行政执法（08030222）

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懂得兽医卫生行政及行政法、兽医卫生行政执法及

《动物防疫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基本具备独立分析和解决本课程有关案例的

能力，使学生毕业后成为知法、守法、宣传法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按照法律法规

的要求养殖、防疫检疫及从事动物诊疗等活动。

3.兽医生物制品（08030223）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疫苗、抗体、血液制剂、免疫诊断试剂、干扰素、白

介素、转移因子、益生微生物等制品的管理、制造原理、生产设备及设施、生产

工艺和技术、质量控制及检验等内容，使学生能全面掌握兽医生物制品的生产技

术和基本理论。

五、教学组织与评价



（一）教学组织

1.教学组织模式

宠物养护与驯导专业实施“五课一体”教学模式。“五课”是指知识课堂、

校内实训室课堂、校内实训基地课堂（宠物养殖基地、宠物医院）、校外实训课

堂（宠物养殖场、宠物店、兽药厂、宠物医院等）和竞赛课堂，学生在五个课堂

中，最初学习基本知识、基本操练技能，逐渐学习复杂知识、综合技能，学习将

知识运用于实践中，逐步形成专业能力，最后学生获得职业能力。教师在教学中

应该应用“五课一体”教学模式，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教学内容、

教学情境、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结合起来设计课堂教学。

2.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方法的使用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做中学”。在教学过

程中，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以及职业素养的融合，着力培养学生在宠物养

护驯导、美容、宠物疾病防治等工作领域和岗位的应用能力。采用理实一体式教

学，“学、训、赛”一体化教学，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任务驱动法、讲授

法、小组讨论法、直观演示法、练习法、现场教学法、自主学习法、任务驱动法

等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 AR、VR 技术、多媒体课件、视频、微课、翻转课堂等

多种现代教学技术手段。还将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文献资料、常见问题解答

等信息化条件，实现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优化教学手段、实现课上、

课下一体，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果。

（二）教学考核评价

从课程教学质量监控出发，对人才培养进行评价。每门课程均制定细化的课

程考核方案，经专业及教务科审核合格后，在课程考核时严格按考核方案执行。

课程考核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性考核可以采用职业

素养量化考核、作业、测验或信息化教学平台线上考核等方式，终结性考核可以

采用笔试、机考、答辩、实践操作等方式进行考核。拓展课程采用多样的考核评

价方式，包括职业资格技能鉴定、技能竞赛、社会实践活动、应用技术研究等。

六、毕业标准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身体素质，符合学校规定的德育和体育标准，同时必



须通过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教学环节，毕业总学分达 151.5 学分。其中职业基

础课 42 学分，专业课程 96 学分，拓展课程 13.5 学分以上。达到上述标准，方

可毕业。

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考取职业技能证书，参加各类技能竞赛获奖，取得

技能类荣誉，在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果，发表论文、获得专利等，均可转换为相应

学分，冲抵免修相关课程。具体标准详见《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与成果转

换办法》。

七、专业教学进程与学时、学分分配

1.职业基础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附表 1）

2.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附表 2）

3.拓展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附表 3）

4.学期学分、学时明细表（附表 4）

八、专业教学工作委员会

序号 姓名
专业教学工作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单位职务 职称

1 薛慧亮 主任
长春市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农业学院
宠物教研室主任 讲师

2 吉树臣 副主任
长春市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农业学院

动科系

主任
高级讲师

3 袁天翔 副主任
长春市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农业学院

畜牧教研室主任 讲师

4 徐婕 委员
长春市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农业学院
教师 助理讲师

5 李冰洁 委员
长春市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农业学院

教师 讲师



6 陈玉成 委员
吉林省宠物诊疗行业协

会
秘书长 高级兽医师

7 周 萍 委员 周萍宠物医院 院长 执业兽医师

8 靳 朝 委员 吉林大学动物医院 院长 教授



附表 1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专业 职业基础课设置及教学进程表（2019 版）

课程

性质
课程模块 课程类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学时分配

修读学期 备注课内学时 课外学时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必修
军事训练

与理论
理实一体课程 00030001 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 3 72 12 60 1 *

必修
思政与法

律

理实一体课程 0703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Ⅰ 1.5 24 20 4 1

理实一体课程 0703000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Ⅱ 1.5 24 20 4 2

理实一体课程 0703000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Ⅰ
2 32 28 4 3

理实一体课程 070300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Ⅱ
2 32 28 4 4

理论课程 07030003 形势与政策Ⅰ 0.25 8 8 1 *

理论课程 07030004 形势与政策Ⅱ 0.25 8 8 2 *

理论课程 07030005 形势与政策Ⅲ 0.25 8 8 3 *

理实一体课程 07030006 形势与政策Ⅳ 0.25 8 8 4 *

必修 体育与健 实践课程 00030201 体育与健康Ⅰ 1.5 26 26 1 *



康
实践课程 00030202 体育与健康Ⅱ 2.5 36 36 2 *

选修 实践课程

00030203
00030204
00030205
00030206
00030207
00030208
00030209
00030210
00030211

足球

篮球

排球

羽毛球

乒乓球

太极拳

太极剑

健美操

瑜珈（限女生选）

1.5 24 24 3

*

学生

自选

（9
选 1）

1.5 24 24 4

*

学生

自选

（9

选 1）

必修
就业与创

业

理论课程 00030402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Ⅱ 0.5 8 8 3 *

理论课程 00030403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Ⅲ 0.5 8 8 4 *

必修 外语

理论课程 00030101 大学英语Ⅰ 3 48 48 1

理论课程 00030102 大学英语Ⅱ 3 48 48 2

必修

数理与逻

辑

理论课程 00030704 职业基础数学 2 32 32 1 *

选修 理论课程 00030706 理工数学 1 16 16 2

*

各专

业自

选（2
选 1）



选修
传统文化

与语言
理论课程

00030602
00030601
00030603

大学语文

中华传统文化

人际沟通艺术

2 32 32 2

*

学生

自选

（3

选 1）

必修
形象与礼

仪
理论课程 00030501 职业形象礼议训练 2 32 32 2 *

必修 心理健康

理论课程 99030105 心理健康Ⅰ 0.5 6 6 1 *

理论课程 99030106 心理健康Ⅱ 0.5 6 6 2 *

必修
信息与网

络
理实一体课程 00030301 计算机文化基础 3 48 16 32 1 *

选修 综合模块 理论课程

99030201
99030202
99030203
99030204

大学生健康指导

职业人的营养健康管理

营养免疫与健康管理

职业健康与安全

1

.5

6

4

96

9

96

1

*

1-4学
期内,

在表

中 9

个模

块中

共计

选择

3—
—且

每个

模块

99030205 社会与心理

2

99030206
99030207
99030208

跨文化交际

日语与日本文化

韩语与韩国文化

99030209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训练

生活与法律
99030210



最多

选 1

门、

每学

期最

多选

1 门，

此模

块实

施动

态管

理，

具体

开课

情况

以当

学期

开课

计划

为准

99030211
99030212
99030213
99030214
99030215

人力资源管理实务

管理学基础

门店管理基础

现代工厂精益管理

新媒体营销与推广

3

99030216
99030217

商业文化素养

财政金融基础知识

99030218
99030219

音乐基础知识与音乐鉴赏

中西方艺术史

99030220 网络应用及信息检索 24 4

合 计 42 706 476 142 12 76



附表 2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专业 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2019 版）

课

程

性

质

课程类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修

读

学

期

备

注

课内学时 课外学时

理

论

实

践

理

论

实

践

必

修

实践课程 99030108 入学教育 0.5 12 12 1

实践课程 99030107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 I 1 24 1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01 宠物解剖生理 3.75 60 24 36 1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02 宠物病理 2.25 36 12 24 1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03 宠物药理 2.25 36 12 24 1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04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4.5 72 36 36 2 ★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05 动物微生物与免疫 2.25 36 12 24 2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06 宠物食品 4.5 72 24 48 2 ★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07 兽医实验室诊断 2.25 36 12 24 2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08 宠物内科病 4.5 72 36 36 3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09 宠物外科病 2.25 36 18 18 3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10 宠物传染病 4.5 72 24 48 3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11 宠物疾病防治 4.5 72 24 48 3 ★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12 宠物驯导技术 4.5 72 24 48 3 ★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13 宠物饲养 4.5 72 24 48 4 ★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14 宠物寄生虫病 2.25 36 12 24 4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15 宠物影像学 2.25 36 12 24 4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16 宠物护理与保健 4.5 72 24 48 4 ★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17 宠物美容 4.5 72 24 48 4 ★

理论课程 99030109 毕业教育 0.5 12 12 4

实践课程 99030101 顶岗实习Ⅰ 9 216 216 5

实践课程 02037928 专业岗前实训 3 72 72 5

实践课程 99030102 顶岗实习Ⅱ 12 288 288 6

实践课程 99030104 毕业设计（论文） 2 48 48 6

小计 88 1632 354 606 36 636

宠
物
养
护
方
向
选

修
课
程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18 宠物繁殖 3 48 18 30 3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19 宠物营销 3 48 18 30 4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20 特种经济动物 2 32 12 20 4 *

小计 8 128 48 80 0 0

宠
物
诊
疗
方
向
选

修
课
程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21 中兽医 3 48 18 30 3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22 兽医法规与行政执法 3 48 18 30 4 *

理实一体课程 08030223 兽医生物制品 2 32 12 20 4 *

小计 8 128 48 80 0 0 *

合计 96 1760 402 686 36 636 ★



附表 3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专业 拓展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2019 版）

课程

性质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课外学时
备注

理论 实践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理论课程 学习筑梦 1 12 12 学校统一安排

理论课程 职业素质养成训练 1.5 24 24 学校统一安排

理论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1—N 3 48 48
开设在第 1-4 学期选

修 2 门以上，至少 3

学分

小计 5.5 84 84

第二

课堂
实践项目

自主选择在线学习 1
开设在 1-6 学期，根

据进程灵活安排。由

学校、分院进行组织

及学分认定，至少 8
学分

专业竞赛 2

社会实践 1



志愿服务活动 1

学生社团活动 1

文体活动 1

创新创业训练 1

职业资格认证 2

专题讲座 1

小计 8

13.5 84 84 0



附表 4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各学期学分、学时明细表

学年 学期

学 分 学 时

学期课

内学时
平均周学时职业基

础课程

专业课

程

拓展课

程

职业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拓展课程

课内 课外 课内 课外 通识教

育

第二课

堂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一

1 16.25 9.75 —— 154 58 12 64 48 84 24 12 —— —— 344 22.93

2 14.25 13.5 —— 186 36 0 4 84 132 0 0 —— —— 438 24.33

二

3 5.75 23.25 —— 68 24 0 4 144 228 0 0 —— —— 464 25.78

4 5.75 23.5 —— 68 24 0 4 126 242 12 0 —— —— 460 25.56

三

5 0 12 —— 0 0 0 0 0 0 0 288 —— —— 0 ——

6 0 14 —— 0 0 0 0 0 0 0 336 —— —— 0 ——

小计

42.00 96.00 13.50 476 142 12 76 402 686 36 636 84 —— 1706 ——

151.50 618 88 1088 672 84 —— ——

合计 151.50 706 1760 84 —— ——



总计 理论与实践之比 39:61
课内总

学时
1706

课外总

学时
844 总学时 2550 总学分 1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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