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硕士 畜牧 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第一章 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领域概况与培养方向

一、 领域概况

“畜牧学”是华南农业大学办学历史最悠久、并具有显著优势和鲜明特色的重点学科，也是广东

省一级重点学科。本学科于 1981 年获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1998 年获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

权；2003 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5 年获畜牧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

本学科立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以服务我国特别是华南地区的畜牧业发展为核心，以培养

高水平畜牧科技人才、培育重大创新性成果、推动我国畜牧业发展为首要任务，立足华南，面向全

国，努力将本学科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高水平学科，成为我国特别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畜牧科技人才

培育基地、畜牧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制高点。畜牧领域农业硕士是与畜牧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等

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畜牧技术研究、应用、开发、推广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具有

综合技能的复合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二、 培养方向

畜牧

第二部分 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 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学术道德

充分了解并恪守学术行为规范，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严禁以

任何方式漠视淡化曲解乃至剽窃他人成果，杜绝篡改造假选择性使用实验和观测数据。能够对他人的

成果进行正确辨识并在自己的研究论文或报告中加以明确和规范的标识。

（二）专业素养

具有从事畜牧科技研发、应用推广所必需知识与能力，掌控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营养代谢与调

控、饲料加工、生态安全、环境控制及动物保健等相关领域的较系统的知识及实验技能，了解企业管

理。对自己的工作领域具有浓厚兴趣，具有较强的学习和实验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具有一定的专业洞察力和专业潜力，语言表达能力较强。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三）职业精神

热爱畜牧业，有促进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动物性食品供给与产品安全的职业理想；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以及忘我的职业奉献精神，友好地对待和使用试验动物 。

二、 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一）基础知识

具备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文献检索、科学方法论、科技写作方面的知识，熟悉科技传播、农

业技术推广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了解农业科技与“ 三农”政策、农业传播技术及相关农业人文和社



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了解我国畜牧业方面的方针、政策，熟悉畜牧业管理的程序和要求；具备动物生

理学、动物生物化学、生物统计学、生态学等领域的基础知识。

（二）专业知识

掌握动物遗传、育种、繁殖、营养代谢与调控、饲料加工、产品安全生产与质量评价、生态安全

、环境控制、畜牧经济与管理及动物福利等方面的专业理论与技能；了解养殖领域技术发展前沿和趋

势。

三、 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一）专业技能实践

畜牧领域农业硕士生的专业技能实践训练贯穿于课程教学、生产实习、学位论文研究等培养全过

程。

课程教学组织中结合生产实际和研发实践，安排技能实践内容，使研究生掌握基本实践技能，提

高动手能力。生产实习为研究生的必修环节，可以组织专门的生产实习，也可结合学位论文研究工作

完成。研究生到与畜牧业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科研院所、企业事业单位科研工作站和生产基地等进

行产品和技术开发、技术改造、专业调查、试验示范、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专业技能。

研究生参加生产实习活动应在导师指导下开展，可以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多层次多

种形式的专业实践。生产实习活动应有明确的目的、内容和计划，原则上累积不少于6个月。实习过

程应记录工作日志，活动结束后撰写报告，总结主要实践内容、计划执行情况以及参与解决的实际问

题和取得的成果效益。

其中农业硕士温氏创新班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在温氏基地完成实践，原则上实践时间累积不少

于6个月。实习过程应记录工作日志，实践结束之后撰写总结报告，主要包括：实践内容、计划执行

情况以及参与解决温氏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和取得的成果效益。

（二）案例教学

各专业课教学中选取畜牧领域极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案例，通过理论分析和交流讨论等手段，引导

研究生综合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 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一）获取专业知识的能力

具有动物遗传育种、繁殖，营养代谢与调控等基础知识，掌握信息技术和文献检索等基本技能，

能熟练地通过杂志文献、图书资料、网络信息等多种有效途径，追踪畜牧业新技术动态并能有效获取

自己所需知识和实验方法实验技能等。

（二）实践研究的能力



要熟练掌握畜牧生产与研究的相关实验技能和基本的研究方法，掌握试验设计及统计学方法并熟

练应用常用统计软件工具。能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开展研究，包括能够独立查阅文献资料，独立思考

，独立完成实验，独立撰写学位论文。

（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善于掌握畜牧业新技术和生产发展动态，能够依据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制定科学合理的研究

和工作计划与方案，确定适宜的技术措施和预期效果。

（四）组织协调的能力

具有良好的表达和交流能力，能够科学运筹组织开展相关研究与实践，并且具有良好的协作精神

，能够以诚信理念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一）选题要求

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针对生产技术及管理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具有明显的生产背

景和应用价值，应有一定的新意和实用性。

其中农业硕士温氏创新班研究生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温氏生产实际，针对温氏生产技术及管

理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具有明显的生产背景和应用

，



第二章 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类别 农业硕士 类别代码 0951

领域名称 畜牧 领域代码 095133



（2）研究生必须选择 1 门以上领域开出的教指委指导性培养方案中列出的专门面向农业

硕士的选修课。

（3）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的网络在线课程（慕课）纳入选修课范围，研究生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 1 门课作为选修课列入培养计划，经考核合格可认定该课程学分，多选的在

线课程不认定学分。

（4）方案中仅列出单独为农业硕士开设的选修课程，学硕的课程或学硕与专硕混合授课

的课程不列入。未列出的选修课程，研究生可在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选择。

（5）农业硕士温氏创新班的研究生建议选修温氏元素特色课程。

二、培养环节及时间安排

培养环节

时间安排

学分 备注

全日制 非全日制

1.制定培养计划 第一学期开学初 -

2.开题报告 第 3 学期 第

-�˜



践训练答辩会。学院组织相关学科成立考核小组，考核小组根据研究生实践工作量、综合表现及实践单

位反馈意见等，评定研究生的实践研究效果。经学院考核通过者方可取得相应学分。

（四）学术交流

参加学术活动5次以上或在学院范围内做学术报告1次；上述活动登记表、学术报告文稿，经导师审

核签字后，交所在学院备案。参加学术交流获得1学分。

（五）撰写文献综述或专题报告

研究生在进行开题论证前广泛阅读研究文献，应撰写中文文献综述1篇，每篇文献综述不少于2000
字。

经导师审核签字后，交所在学院备案。撰写文献综述或专题报告获得 1 学分。

四、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

无

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