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饲料加工工艺》课程标准 

 
1 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饲料加工工艺》是高等职业院校畜牧工程技术专业必修的专业核心课。

本课程以“基于工作过程、项目导向和任务驱动”的设计理念组织学习内容。

我们深入行业企业，进行了广泛调研，理清了行业企业的相关岗位群以及这些

岗位对从业者的能力诉求，提出了用知识、技能和德育三位一体构建职业能力

和综合职业素养的思路。基于整体设计要求，将课程内容序化为 10 个项目，并

进一步细化为 26 个学习任务。任务涵盖了配合饲料生产加工相关岗位群所要求

的全部技能。对应的岗位主要有：饲料品质管理、饲料厂中央控制操作、饲料

制粒操作、饲料生产管理等。完全符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应用

型人才培养目标和饲料行业相关技术领域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资格和要求。 

2 课程教学目标 

2.1 知识目标 

2.1.1 掌握动物配合饲料生产技术的基本知识。 

2.1.2 理解配合饲料的概念及分类。 

2.1.3 了解饲料厂设计原则。 

2.1.4 掌握配合饲料生产加工各工段加工工序和加工工艺。 

2.1.5 了解配合饲料生产加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标准。 

2.1.6 了解影响饲料厂安全卫生的因素。 

2.2 能力目标 

2.2.1 能根据要求合理设计饲料厂平面图。 

2.2.2 正确熟练接收并合理储存饲料原料。 

2.2.3 能合理操作粉碎设备；并根据粉碎原料及粒度不同，选择合适的粉

碎机及筛片。 

2.2.4 熟练正确操作配料秤。 

2.2.5 能合理使用混合机；会对混合质量做出正确评价。 

2.2.6 能操作制粒机和膨化机。 

2.2.7 能对配合饲料产品进行包装。 

2.2.8 会饲料厂中央控制操作系统，并能合理的安排生产。 



 

2.2.9 能有效控制饲料厂噪音、粉尘等影响安全的因素，保证安全卫生。 

2.3 素质目标 

2.3.1 具备积极探索、开拓进取、勇于创新、自主创业的能力。 

2.3.2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具有爱岗敬业、勇于奉献的精神。 

2.3.3严谨扎实的工作态度。 

2.3.4 具有团队精神、协作意识。 

2.3.5 具有为别人的服务意识。 

3 参考学时 

本课程建议学时 64 学时。 

4 课程学分 

本课程建议学分 4.0 学分。 

5 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与建议 
参考

学时 

1 
配合饲料现状

与发展 

了解配合饲料生产现状和发

展状况 

视频录像和案例 
2 

2 
饲料工厂的设

计建设 

能识别常用的配合饲料产品 

掌握饲料工厂设计方法 

图片、视频、现场操

作、讨论 
4 

3 

饲料原料的接

收、清理与贮

存 

掌握饲料原料的接收计划、

快速判定 

掌握饲料的输送设备及使用 

掌握饲料原料的清理设备及

使用 

掌握饲料原料的正确贮存 

图片、视频、现场操

作、讨论 
8 

4 
饲料原料的粉

碎 

会测定饲料原料的粉碎粒度 

掌握饲料厂常用粉碎设备及

合理使用 

正确选择饲料粉碎工艺 

视频、动画、现场操

作、讨论、讲授与评价 
8 

5 
配合饲料的配

料计量 

学会配料设备的使用 

选择合理的配料工艺流程 

动画、现场操作、讨论

与讲授 
6 

6 
配合饲料的混

合 

合理的选择配合饲料混合工

艺 

掌握配合饲料混合设备的使

用 

配合饲料混合质量正确评价 

动画、现场操作、讨论

与讲授 
6 



 

7 
配合饲料的制

粒膨化 

掌握配合饲料的制粒 

掌握配合饲料的挤压膨化 

动画、现场操作、讨论

与讲授 
6 

8 
配合饲料产品

的包装 

掌握配合饲料产品包装 
现场操作、讨论与评价 2 

9 配合饲料生产 

设计合理的预混合饲料生产

工艺 

设计合理的配合饲料生产工

艺 

掌握饲料厂中央控制操作 

图片、动画、现场操

作、讨论与讲授 
10 

10 

配合饲料加工

过程中的质量

控制技术 

掌握饲料原料的选择与质量

控制 

掌握配合饲料加工过程中的

质量控制 

饲料厂参观实训 

分组讨论、撰写报告、

现场参观学习 
8 

11 
饲料厂安全卫

生与防治技术 

掌握防尘技术 

掌握环境控制及其他 

视频案例、图片、现场

感受、讨论与讲授 

4 

6 教学建议 

6.1 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中，以“教学做合一，学以致用”为教学理念，将信息技术与传

统的教学手段相结合，老师引导即是“教”，学生“学”是中心，学生进实验

室即“做”是目标，使学生在学习的整个过程中保持着主动性，注重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的能力。所谓教是为了不教，就是要使学生自己掌握学习

方法，提高创新能力，成为可用人才。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机动灵活地采用问

题驱动法、媒体演示法、讲练结合、情景模拟、总结归纳、课堂讨论等多种教

法方法，促进学生积极思考与实践，并经过体验式学习，增强其职业能力的培

养。建议采用多媒体教学、动画演示、情景模拟、视频播放、课程网站资源等

教学手段，借助这些教学手段，使复杂的教学过程变得形象、直观、生动，更

易于学生理解，而且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了教学效率。 

6.2 评价方法 

坚持终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教师

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的原则，注重考核与评价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课程

考核采用形成性（过程）评价与终结性（期末）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形成性评价包括素质考评、知识考评和能力考评，突出能力考评，侧重过



 

程评价；终结性（期末）评价由教务处统一组织期末考试。主要考核学生对理

论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情况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成绩评定：形成性（过程）评价（60%）与终结性（期末）评价（40%）相

结合的评价方式。 

6.3 教学条件 

6.3.1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课件、视听光盘等，增强教学直观性和灵活性，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6.3.2 加强教学资源库和精品课程建设，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满足课程教

学需要。 

6.4 教材编选 

6.4.1 依照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或选用教材。 

6.4.2 在选用国家规划教材的同时，根据地域特点，在教学中采取灵活策

略，根据任课教师深入饲料生产企业一线的观察、体会，随时将饲料行业核心

岗位群专业能力所要求的知识和方法、营养科学的新动态新成果及时引入到教

学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