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动物科学专业始于 1981 年任继周院士创办的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2002
年学科随研究所整体并入兰州大学成立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建所之初，汇聚了以

著名养羊学家张尚德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畜牧专家，使本学科成为支撑研究所和学

院快速发展的主要学科之一，并于 2010 年获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2021年经

教育部评审批准备案，成为兰州大学新增本科专业。

一、专业培养定位与目标

（一）培养定位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动物科学基本理论和动物生产基本技能，具备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在新农科背景下，具备畜牧业全产业链的知识结构、参与国际竞争

和引领未来畜牧业发展方向的能力，能在动物科学专业及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

企事业单位以及行政管理部门，从事教学、科研、生产管理、技术（产品）推广

服务和行政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创新创业复合型人才。

（二）培养目标

知识目标：具有较宽广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基本知识，掌握动物遗传育种

与繁育、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动物健康养殖与安全生产等动物科学的基本理论

和动物生产的基本技能，了解动物科学发展的前沿知识、技术及发展趋势，了解

动物养殖工艺与设备、畜产品贮藏加工、智能养殖等相关知识和技术，了解与养

殖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能力目标：能适应动物科学专业及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企事业单位及行

政管理部门的需要，具备从事教学、科研、生产管理、创业、技术推广及行政管

理工作能力，具备较强的继续学习、独立获取知识、信息处理和创新能力。

素质目标：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

修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及较强实践技能

的复合型高素质创新人才。

二、素质与能力要求

1.思想积极进取，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方针和政策，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

2.具备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知识以及社会公德与文明礼仪修养。具有

奉献精神、团队精神、强烈的责任意识、自我激励和发展意识。具备良好的语言

与文字表达能力、心理素质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3.掌握一门外语，达到大学英语四级（含）以上水平。能顺利阅读本专业的

英文文献和书籍，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掌握信息技术的基础知识，



熟练计算机及办公软件的基本操作，能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具有基

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

4.扎实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数学、化学、生物学、农学等基础课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

5.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熟悉专业相关的国家方针、政策和法

规。了解本专业国内外的生产实际、最新成果、理论前沿与发展趋势。

6.具备基本的科学思维、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有科研创新能力。可运用所

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分析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7.了解体育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达到国家规定的大

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三、专业的学制、学分及授予学位

（一）学制

四年。原则上不超过 6年，允许分阶段完成学业，但具有学籍时间最长不超

过 8年，累计修业时间不超过 6年。

（二）学分

160学分。

（三）学位

授予农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体系结构

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 39 39.69%

专业大类基础课 24.5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35

37.50%专业限选课（必修） 19
专业限选课（选修） 6

选修课
专业大类选修课 3.5

12.19%全校任选课 6
通识课程 10

第二课堂成绩单 第二课堂成绩单 7 4.37%
实习实践、毕业设计

（论文）
集中实践环节 4 6.25%
毕业论文 6

合计 160 100%

五、学时学分分配

（一）公共课

1.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包括思想政治类、外语类和军体类课程，由学校统一开设，所

有专业学生均须修读，其中“四史”作为选择性必修课需选课，每学期滚动开课，

本科期间至少从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修

读 1门，并获得 2学分。共计 39个学分。



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思想
政治类

130906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3 1
130906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 2
130906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3

130906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4 4

130909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2 2 5

1309110
1309111
1309112
1309113

中国共产党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2 2 1-7

1309064/
1309065/
1309066/
1309067/
1039198

形势与政策 2 2 1-5

外语类

1037276/
1037277/
1037278/
1037279

大学英语 12 12 1-4

军体类

5051001/
5051002/
5051003/
5051004

体育 4 4 1-4

5605001 军事理论 2
5605002 军事技能 2
合计 39

2.专业大类基础课

动物科学专业归属于理学、农学专业大类（含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数学

与统计学院、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草地农业科技

学院等专业）。

为突出大类培养、强化学科交叉，专业大类基础课旨在奠定学生本专业或

跨专业学习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之深厚基础，为学生本专业或跨专业的深入学

习、自主选择提供专业交叉融合和学业进阶的路径。

专业大类基础课由该课程的相关学院负责，面向理学、农学专业大类的学

生统一开设。专业大类基础课须修读不少于 24.5个学分，其中，《职业生涯规

划》课程为必选的专业大类基础课。

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专业大
类基础
课

1406039 职业生涯规划 2 2 1
1401203 高等数学 3 3 1
1405001B 无机化学 3 3 1
2405001B 无机化学实验 2 1 1



2047093 有机化学 3 3 2
4047015(1) 有机化学实验 3 1.5 2
2047092 分析化学 2 2 2
4047026 分析化学实验 2 1 2
14012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3 2
1401221B 线性代数 3 3 3
1404807 Python语言编程及实践 2 2 4
合计 24.5

（二）专业课

专业课是使学生掌握必要的专业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了解本

专业的前沿科学技术和发展趋势，培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专业课分为专

业核心课、专业限选课。

1.专业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是本专业学生掌握和提高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必

修课程。专业核心课共计 22门，其中讲授 12门，实验 10门，须修读 35个学分。

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专业核
心课

1406083 动物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 3 3 1
2406040 动物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实验 2 1 1
1406084 畜牧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 2 2 3
2406043 畜牧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实验 2 1 3
1406077 动物遗传学 2 2 4
2406036 动物遗传学实验 2 1 4
1406068 动物营养学 2 2 4
2406044 动物营养学实验 2 1 4
1406078 动物繁殖学 2 2 4
2406037 动物繁殖学实验 2 1 4
1406017 饲料学 2 2 5
2406038 饲料学实验 2 1 5
1406044 家畜环境卫生学 2 2 5
2406039 家畜环境卫生学实验 2 1 5
1406079 动物育种学 2 2 5
2406042 动物育种学实验 2 1 5
2406028 畜牧学综合实验 I 2 1 6
2406033 畜牧学综合实验 II 2 1 6
1406027 羊生产学 2 2 6
1406028 牛生产学 2 2 6
1406093 猪生产学 2 2 6
1406094 禽生产学 2 2 6
合计 35

2.专业限选课

专业限选课是提升学生专业素养，拓展专业思维，培养专业兴趣的重要课

程。专业限选课包括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应至少修够 25个学分。

专业限选课的必修课程包括讲授 5门、实验 3门、课外阅读 1门，共计 19



个学分。其中，《课外阅读》具体修读要求为：由学院统一列出书单，要求学生

根据书单内容选择性阅读，每学期至少阅读完 1部著作，并在学期末提交 1篇读

书报告。

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
期

专业
限选
课程
（必
修）

1406082 课外阅读-畜牧学概论 1 1 1
1407001 动物生物学 2 2 1
1407002 植物生物学 2 2 2
1407021A 动物生理学 3 3 2
2407003 动物生理学实验 2 1 2
2048004 生物化学 5 5 3
4048402 生物化学实验 2 1 3
1407003 微生物学 3 3 3
2407003 微生物学实验 2 1 3
合计 19

专业限选课的选修课程须修读不少于 6个学分，分为两个模块，每个模块

修读 3个学分。

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周学
时

学
分

开课学期

专业限
选课程
（选
修）

A模块

1402001C 普通物理（混科版） 3 3 3
2402001C(1) 普物实验 2 1 3
1407006 分子生物学 2 2 4
2047001 分子生物学实验 2 1 4
1407005B 细胞生物学 2 2 5
2407005 细胞生物学实验 2 1 5
1407158 动物行为学 1 1 5
1407165 生命伦理学 1 1 5
1407167 免疫学 2 2 6
1407020 普通生态学 2 2 6
合计 16

B模块

1406002 农业伦理学 1 1 3
1406029 草地资源调查与规划 1 1 5
1406087 饲料添加剂学 1 1 5
1406013 草地农业经济系统分析 1 1 6
1406096 畜牧场规划与设计 1 1 6
1406097 智慧畜牧业导论 1 1 6
1406089 畜牧兽医政策法规 1 1 6
1406098 动物福利学 1 1 6
1406071 家畜生态学 1 1 6
1406091 配合饲料加工工艺学 1 1 6
合计 10



（三）选修课

选修课由专业大类选修课、全校任选课和通识课程组成。

1.专业大类选修课

理学、农学专业大类（含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核科学

与技术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大气科学学

院、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等专业）的选修课程，旨在为理学、农学专业大类学生的

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培养创造多种能力与素质提升的学习路径，实现以学生发展

为中心的教育主旨。

专业大类中各专业开设的选修课供专业大类内部学生选修，选修课的修读

学分须不少于 3.5个学分。

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专业大
类选修
课

1406097 饲草生产学 1 1 5
1406092 饲草加工贮藏学 1 1 5
2406041 饲草加工贮藏学实验 1 0.5 5
1406095 草地管理学 1 1 6
合计 3.5

2.全校任选课

全校任选课由全校所有专业（本专业除外）所开设的专业课（含专业核心

课和专业限选课）构成。本专业学生须修读不少于 6个学分的全校任选课。

3.通识课程

通识课程由五个类别主题的相关课程组成，以促进学生专业教育和通识教

育的有机结合，达成学生品德高尚、理想远大、人文底蕴深厚、科学与艺术素养

提升、具备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五个主题包括：（1）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

（2）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3）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4）艺术体验与审美

鉴赏；（5）思维训练与科研方法。

通识课程必须从非学生所在院系开设课程中选修贴合以上五个类别主题的

课程，且每个类别的课程修读不少于 2个学分。如果选修的全校任选课的多余学

分符合以上通识课程的基本要求，可以认定为通识课程学分。

本专业学生须修读不少于 10个学分的通识课程。

（四）第二课堂成绩单

在校期间须获得至少 7个“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方可毕业。其中社会实践、

生产劳动各 2个必修学分，思想成长 1个必修学分；创新创业、志愿公益、文体

活动各 1个学分，从以上 3类中选修 2个学分。工作履历、技能特长据实记录。

（五）实习实践、毕业论文

1.集中实践环节

专业实习要求本专业类的学生在就读期间依托学校确立的各实习基地开展

专业实习，4学分。

2.毕业论文

6学分，统一在第 7-8学期进行。学生应严格按照新修订的《兰州大学本科



毕业论文（设计）规范》完成毕业论文。毕业论文为学术型研究论文，内容包括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研究方法与技术、研究结果和结论等。毕业论文完成后经

过答辩及格后方可获得学分。

六、双学位（辅修）专业课程

1.辅修专业

须从以下课程中修满 30 学分，不包括毕业设计（论文）。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1406039 职业生涯规划 2 2 1
1401203 高等数学 3 3 1
1405001B 无机化学 3 3 1
2405001B 无机化学实验 2 1 1
1406083 动物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 3 3 1
2406040 动物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实验 2 1 1
2047093 有机化学 3 3 2

4047015(1) 有机化学实验 3 1.5 2
2047092 分析化学 2 2 2
4047026 分析化学实验 2 1 2
14012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3 2
1401221B 线性代数 3 3 3
1406084 畜牧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 2 2 3
2406043 畜牧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实验 2 1 3
1404807 Python语言编程及实践 2 2 4
1406077 动物遗传学 2 2 4
2406036 动物遗传学实验 2 1 4
1406068 动物营养学 2 2 4
2406044 动物营养学实验 2 1 4
1406078 动物繁殖学 2 2 4
2406037 动物繁殖学实验 2 1 4
1406017 饲料学 2 2 5
2406038 饲料学实验 2 1 5
1406044 家畜环境卫生学 2 2 5
2406039 家畜环境卫生学实验 2 1 5
1406079 动物育种学 2 2 5
2406042 动物育种学实验 2 1 5
2406028 畜牧学综合实验 I 2 1 6
2406033 畜牧学综合实验 II 2 1 6
1406027 羊生产学 2 2 6
1406028 牛生产学 2 2 6
1406093 猪生产学 2 2 6
1406094 禽生产学 2 2 6



2.双学位

须从以下课程中修满 50学分，包括 6学分的毕业论文，才可获得本专业双

学位。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1406039 职业生涯规划 2 2 1
1401203 高等数学 3 3 1
1405001B 无机化学 3 3 1
2405001B 无机化学实验 2 1 1
1406083 动物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 3 3 1
2406040 动物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实验 2 1 1
1407001 动物生物学 2 2 1
2047093 有机化学 3 3 2

4047015(1) 有机化学实验 3 1.5 2
2047092 分析化学 2 2 2
4047026 分析化学实验 2 1 2
14012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3 2
1407002 植物生物学 2 2 2
1407021A 动物生理学 3 3 2
2407003 动物生理学实验 2 1 2
1401221B 线性代数 3 3 3
1406084 畜牧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 2 2 3
2406043 畜牧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实验 2 1 3
2048004 生物化学 5 5 3
4048402 生物化学实验 2 1 3
1407003 微生物学 3 3 3
2407003 微生物学实验 2 1 3
1404807 Python语言编程及实践 2 2 4
1406077 动物遗传学 2 2 4
2406036 动物遗传学实验 2 1 4
1406068 动物营养学 2 2 4
2406044 动物营养学实验 2 1 4
1406078 动物繁殖学 2 2 4
2406037 动物繁殖学实验 2 1 4
1406017 饲料学 2 2 5
2406038 饲料学实验 2 1 5
1406044 家畜环境卫生学 2 2 5
2406039 家畜环境卫生学实验 2 1 5
1406079 动物育种学 2 2 5
2406042 动物育种学实验 2 1 5
1406087 饲料添加剂学 1 1 5
2406028 畜牧学综合实验 I 2 1 6
2406033 畜牧学综合实验 II 2 1 6
1406027 羊生产学 2 2 6



1406028 牛生产学 2 2 6
1406093 猪生产学 2 2 6
1406094 禽生产学 2 2 6
1406091 配合饲料加工工艺学 1 1 6



七、研修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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