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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口腔医学临床前培训阶段# 口腔医学

生仅仅是在仿真头模实验室教学过程中练习了被分

割的临床诊疗路径中的某一个操作训练$ 而缺少对

于疾病的%检查&诊断&治疗计划制定'等环节的综合

训练$ 这种临床前培训模式会导致学生在进入临床

实习后#适应周期长#缺少独立分析疾病诊疗的临床

思维#缺乏实习积极性(

<

)

$ 因此#我们将案例中心教

学法 !

13=5!>3=5? 453@626AB "C-

"&

D,

虚拟牙医培训

系统和网络教学# 如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E344

F@2G3H5 064265 10I@=5=

#

*JK"

" 等教学手段联合运用

于口腔医学临床前培训阶段的教学改革# 探索这种

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对优化口腔医学生临床前培训效

果的作用$

一!对象与方法

!一"教学对象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
9:<9

级七年制口腔医学生

DL

名作为教学改革的对象#即多元化教学组$ 选取

南京医科大学
9:<<

级七年制口腔医学生
D7

名作为

传统教学组$ 两组在性别&年龄&入学成绩和前
L

年

的学习成绩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二"教学方法

!"

传统教学组

实验课授课方式为教师讲授理论基础知识$ 再

由教师对每次实验课的操作内容进行示教或播放相

关操作视频 $ 然后学生自行在
M3'0

仿真头模

N,*(F4I= 7<O9B M3'0

公司
B

德国
P

上进行操作练习#

由教师对体位&器械的选择&支点的使用和操作过程

进行个性化的指导$

#"

多元化教学组

"C-

教学
Q !

将头模实验室操作重点进行整合#

编写相关
"C-

病例教案#共
8

个案例#具体内容见

表
<

$

"

在每次
"C-

实验课前一周在%

(!453@626A

网

络自主学习平台'上发布相关病例的病史&体格检查

资料#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8

组"利用图书馆书籍&网

络资源和向临床医师咨询等方式获得信息# 在实验

课前就诊断&鉴别诊断&治疗方案和临床治疗操作要

点进行讨论$ 并学习和本次实验课内容相关的
*JK"

课程$

#

线下实验课上按小组进行汇报#最后由教师给

出合理的治疗方案# 讲授相关临床操作的理论基础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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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多元化教学组学生对于多元化教学改革模式的评价

作要点#之后的示教和操作练习同传统教学组$

!

学生

在课后按小组完成完整的病历书写#包括主诉%现病

史%既往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诊断%鉴别诊断%

治疗方案和临床操作要点等$

=,

虚拟牙医培训
>

学生分批利用
=,

虚拟牙医

培训系统进行练习#每位学生的练习时间为
9 ?@

月$

包括可直视单面洞%可直视复面洞%镜像洞形和
=,

虚拟龋坏牙齿$

!三"效果评价

<A

临床实习入科考试

考核包括理论考试!

7:B

"%病例分析!

9:B

"和

操作考试!

=:B

"$ 操作考试为在实验室头模上进行

模拟执业医师操作考试过程的考核$

9A

问卷调查

在多元化教学组课程结束后# 给学生发放匿名

问卷调查#了解其对于多元化教学改革的看法$在进

入临床实习后两个月#给
<:

名实习带教老师发放问

卷#让带教老师对两组同学的临床胜任力进行评估$

=A

统计学分析

采用
*C** <DA: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考

试得分采用均数
#

标准差
E!#"F

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检验水平
"G:A:7

$

二!结 果

!一"考试成绩

多元化教学组的病例分析% 操作考核分数和总

成绩均显著高于传统教学组!

$H:A:7

"$ 而两组在理

论成绩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I:A:7

#表
9F

$

!二"问卷调查

所有学生和带教老师的问卷回收率为
<::B

#

统计数据见表
=

和表
J

$ 学生对于多元化教学改革

均表现出较好的接受度$仅少部分学生
K<JA;BF

表示

多元化教学模式加重了他们的学业负担$ 多元化教

学组学生在实习积极性% 临床操作能力% 实习适应

性% 病例分析能力和病历书写能力等方面的能力明

显优于传统教学组
K$H:A:7F

$

三!讨 论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对于口腔医

生的需求量逐年增加# 医学院校致力于培养在疾病

分析% 医患沟通和诊疗思路方面具有更高临床胜任

力的口腔医生$ 本研究中尝试在临床前培训过程中

融入多元化的教学手段#以期从临床技能%交流沟通

和疾病分析等方面来全面提高口腔医学生的素质$

为充分体现临床前培训对于学生实习早期阶段的作

用# 选择在实习开始
9

个月后即对学生和老师进行

问卷调查评估$

"L-

是将理论知识讲授与临床实践教学相结

合#形成适应医学教学的全新教学模式&

9M=

'

$ 本研究

序号 头模实验室操作内容 相关病例

<

头模仿真牙
#

类洞制备
N

银汞单基充填
<O

中龋

9

头模仿真牙
$

类洞制备
N

间接盖髓术
JO

深龋

=

头模仿真牙
%

类洞制备
N

树脂充填
<<

中龋

J

头模仿真牙
&

类洞
N

玻璃离子充填
<<

颈部楔缺

7

前牙根管治疗术 9<

死髓牙!充填

后死髓变色牙"

O

前磨牙根管治疗术
=7

慢性根尖周
炎!畸形中央尖"

;

上颌磨牙根管治疗术
9O

急性牙髓炎
!隐裂牙"

8

下颌磨牙根管治疗术
=;

慢性牙髓炎
!

=8

智齿造成
=;

远中龋坏"

表
"

两组学员临床实习入科考试成绩比较
K

分
P !#"F

组别 理论成绩 病例分析 操作考试 总成绩

传统教学组

!

%G=7

"

8JA9:#JAJJ <OA=<#<AJ; 9JA7;#9A9: 89AD;#7A;:

多元化教学

组!

%G=J

"

8OA9J#JA7D <;A9D#<A:O

Q

97A88#<AJ<

Q

8OA<D#JAO<

Q

评价项目

评价指数&

%

!

R

"'

J = 9 <

均分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多元化教学模式有趣而生动
JK<<A8F =:K88A9F :K:A:F :K:A:F =A<

多元化教学能够提高学习积极性
7K<JA;F 9DK87A=F :K:A:F :K:A:F =A<

多元化教学增加了同学间的交流和互动
<9K=7A=F 99KOJA;F :K:A:F :K:A:F =AJ

"L-

教学很有必要开展
8K9=A7F 9OK;OA7F :K:A:F :K:A:F =A9

虚拟牙医培训系统很有必要开展
9K7ADF 9DK87A=F 9K7ADF <K9ADF 9AD

网络教学很有必要开展
<K9ADF 9OK;OA7F JK<<A8F =K8A8F 9A;

多元化教学并没有加重学习负担
7K<JA;F 9JK;:AOF 7K<JA;F :K:A:F =A:

与传统教学组相比!

!$H:A:7

"

表
# $%&

课程的内容

K

分
F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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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实习带教老师对于多元化教学组和传统教学组学生临床前培训效果的评价
#

!

!

=

"$

中%将实验课上被割裂的临床治疗策略和步骤进行

整合%在实验课内容前提供相关案例让学生讨论%也

同时督促学生对相关知识点进行预习%使相关知识

的接受度更高%学习的效果更好& 学生利用网络平

台可以更好地实现
">-

的小组讨论和网络教学资

源的分享& 学生讨论的地点和时间的受限性较小%

学生间的互动较为及时& 还在网络平台上设置了以

操作标准化视频为基础的
*?@"

课程% 实现线上和

线下教学的互补%提高教学成效& 因此%多元化教学

组学生在临床实习的信心'兴趣'适应性和操作技能

方面都有显著优势%为早期形成临床思维做好过渡&

统计结果表明两组学生在医患沟通方面并没有

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在临床前培训阶段还是缺少了

和真实患者沟通的机会& 这提示有必要将标准化病

人或者虚拟机器人患者引入临床前培训阶段%以提

供更加真实的医患沟通情境& 然而标准化病人的推

广面临着伦理学和高收费的问题& 日本学者也已研

究出了一种新型的牙科机器人%该机器人能够和医

生进行多种形式的互动%比如会对过深的备洞产生

疼痛反应%会分泌唾液%会进行基本的交流#

A

$

& 但该

机器人价格高昂%尚未用于我院的临床前培训&

在这次教学改革中%

B,

虚拟牙医培训系统用于

帮助学生练习去龋备洞的钻磨技术& 该系统通过高

性能视像与音效合成模拟提供逼真的学习体验%灵

活的力反馈操作手柄保证备牙以及手持仪器过程具

有高保真的体验效果#

7

$

& 学生能够感受正常牙体组

织和龋坏组织质地的差异%更能体验不同操作部位

的情景& 因为没有教学成本过度消耗的负担%这种

虚拟设备可以让学生有机会反复练习器械的握持'

钻磨力量的掌握和镜像操作等& 该培训系统有不同

难易程度的关卡设置% 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经过虚拟牙医培训系统的辅助练习%多元化教学组

学生在操作考试和临床实习操作能力方面明显优于

传统教学组&

本次教学改革的结果表明
">-

'

B,

虚拟牙医培

训系统和
*?@"

课程相联合的教学模式能够提高临

床前培训教学质量% 提高口腔本科生在实习阶段的

临床胜任力& 但同时%有学生!

<AC;=

"在问卷调查中

表示丰富的教学手段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学习负

担% 这可能是由于多元化教学组学生需要更多的课

下学习时间&这也提示在教学方法不断丰富的今天%

应该整合优势资源%调整课时设置%选择合理教学手

段& 如将来希望进一步优化
*?@"

课程%加强
*?@"

课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线下课堂由老师更有目

的性地对操作进行指导% 以期更加高效和省时地达

到临床前培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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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多元化
教学组

传统
教学组

多元化
教学组

传统
教学组

多元化
教学组

传统
教学组

多元化
教学组

传统
教学组

理论知识的掌握
<G<:E::H :G:E:H WGW:E::H 8G8:E::H :G:E:H 9G9:E::H :G:E:H :G:E:H :E:88

实习积极性
BGB:E::H :G:E:H ;G;:E::H 7G7:E::H :G:E:H 7G7:E::H :G:E:H :G:E:H :E::7

临床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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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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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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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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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书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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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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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合作精神
:G:E:H :G:E:H ;G;:E::H FGF:E::H BGB:E::H AGA:E::H :G:E:H :G:E:H :EFA8

评价指标

AB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