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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全科诊疗理念在本科临床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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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口腔全科诊疗理念在本科临床教学中的实践。方法：本研究选择实习生人数为 50 名，研究时间在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0 月，在随机分组的方式下，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于对照组的采用传统教学方案，观察组

则采用口腔全科诊疗理念。结果：观察组的实习生考核分值较高，同时对教学的满意度也较高。结论：口腔全科诊疗理念

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激发学生多角度看待问题，并重视学生提出的疑问，结合病例进行讲述，进而提升实习生的临床思

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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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我国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口腔诊疗理念
也不断完善，但是对于实习生而言，传统的教学模式已
经无法满足留实习学生的教学，因此需要寻求一种更有
效、更符合实际的教学方案。而在实际的临床中，口腔
全科学较为重要和复杂，[1]，对于口腔专科医师而言，
也需要一步步的培训和认证，随后具备口腔临床分之领
域较高的理论和时间机能，在临床中解决一些疑难病例。
而本次研究主要分析口腔全科诊疗理念在本科临床教学
中的实践。

1 资料和方案
1.1 常规资料
研究人员：选择实习生人数为 50 名。
研究时间：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0 月。
研究方式：利用对照实验形式，随机分组观察组和

对照组。
观察组信息：25 名实习生，男性为 15 名，女性为

10 名，年龄最大为 28 岁，最小为 23 岁，平均年龄为
（25.15±1.33）岁。

对照组信息：中实习生共计 25 例，男性为 16 名，
女性 9 名，年龄 22~28 岁，平均年龄为（25.23±1.42）岁，
比较其基础资料，差异极小，具有可比性。

1.2 方案
对于对照组的采用传统教学方案。
观察组则采用口腔全科诊疗教学。
1.2.1 教学门诊包括口腔综合门诊、专科门诊以及口

腔急诊等，其中口腔综合门诊为主指导，着重培养实习
生口腔全科诊疗的意识以及医患沟通能力，并对常见疾
病的诊断和治疗制定相关的学习方案，让实习生了解临
床常用检查及操作，而专科门诊则为辅助功能，负责强
化专科的基本技能，口腔急诊可丰富疾病的种类，训练
实习生应急处置能力，并强调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各科
室协作教学，互相支持，共同奠定口腔全科诊疗理念。

1.2.2 通过临床操作以及不断时间，强调全科诊疗理
念的重要性，引导实习生形成服务社会、团队协作以及
终身学习的思路，教会实习生学会聆听、撰写病史、案
例报告等，设立晨会制度，然让实习生畅所欲言，分享

自己的交流，参与口腔卫生宣教的活动 [2]。
1.2.3 小课堂需要经过 9 批实习生的听讲，并不断进

行反馈，选择合理的主题讲座，并格式化和规范化口腔
门诊大病史的书写，强化实习生的病史采集能力，增加
实习生和患者以及家属的接触机会，让其更快的学会沟
通方式 [3]。

1.2.4 选择 PBL 案例教学，引导实习生对临床问题
进行深入思考，并主动复习，拓展相关内容，从医学、
社会学等多方面考虑问题，形成基本的全科诊疗思路，
利用晨会，调动实习生的积极性，加强对其查阅、分析
以及归纳能力的培训，对临床出现的问题进行开会讨论。

1.2.5 在对实习生进行临床技能培训的过程中，将有
丰富经验的口腔科医师根据培训的脚本，模仿患者和患
者家属，积极锻炼实习生的医患沟通能力，随后，再由
指导老师进行临床沟通示范，并对实习生的表现进行点
评，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

1.3 观察范围
比较两组实习生的考核成绩。
分析两组学生对教学方案的满意度。
满意度利用我院自拟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总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实习生的满意度越高 [4]。
1.4 统计学方案
本次研究中统计学软件选择为 spss21.0。

2 结果
2.1 分析上述实习生的考核成绩
在表 1 中看出，观察组实习生的考核分值较高。
组名 例数 考核分值
观察组 25 92.16±6.17
对照组 25 83.33±7.48
T 值 14.8326
P 值 0.000

表 1实习生的考核成绩

2.2 分析实习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
观察组实习生对教学的满意度为 24（96.00%），而

对照组的则为 19（76.00%），观察组的满意度明显高于
对照组，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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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论
口腔全科诊疗属于综合性学科，其专业性较高，不

仅要求医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有灵活的治疗思维。
而现如今新生代的口腔医学实习生的起点较高、才艺较
高、想法较多，并且更有自我和悟性，因此对于基础素
质较高的实习生，需要进行特殊的引导，不断提高其临
床诊疗能力，最有效的方案为教学，激发实习生自身的
学习愿望，调动其积极性。

需要明确，在任何教学的过程中，让实习生明白，
患者的利益为第一位，患者不适试验品，更不是牺牲品，
真正实现教学、医疗双赢的局面，而提高临床带教的效
果就需要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案，口腔全科诊疗理念
融入了综合实习模式，将实习流程和教学方案、考核方
面不断的优化，建立的针对性较强的学习流程以及带教
制度，教学的方式也不断在丰富，以全科诊疗理念为基础，
让实习生的各学科均加强，并引导其深入思维，不断激
励和引导实习生，改变传统的单纯灌输理念的带教方式。
同时，口腔全科诊疗理念带教过程中，教师团队也是重
要的，采用较为稳定的教师团队，增加团队内部的交流，
对出现的争议进行探讨，达到共识，同时稳定的团队内
部协作能力较高，制定的教学内容较为统一和规范，有
利于不断提高口腔实习生的理论和实践能力。

强调口腔医师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操作，关注更多的
口腔主流技术以及器械的更新形成与现代牙科进步接轨
的规范，统一可操作流程，最大限度弥补实习生技术不
熟的缺陷，而口腔全科诊疗理念，除了常规的临床操作外，
不断强调全科诊疗理念和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引导实习
生形成服务社会团队协作以及终身学习的思路，从而促
进实习生早期建立口腔全科临床诊疗的思维，而多学科
跨专业的案例教学，可引导患者就临床问题进入深入思
考，让实习生主动复习拓展相关内容，并从医学社会学

等多方面思考问题，形成最基本的全科诊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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