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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在我国传统的医学教育过程中主要以学科作为中心

来开展一系列教学内容，此类教学模式将整体的教学划

分成为了三个阶段，其分别为基础课、临床专业课以及

临床实习。除此之外，系统医学也被划分成为了多门学

科，而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也从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学

生们无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紧密联系各个学科的知识内

容，从而导致知识网存在缺陷。口腔医学更是被分为了

基础课、临床基础课、口腔专业课以及临床实习四个环

节，但是大学的学习时间只有五年，因此会导致部分学

生出现无法充分获得知识的情况。针对于该问题，教育

业提出了新型的整合课程教学模式，若是能够良好地应

用该模式，那么就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也就侧重于对当前整合课程模式在口腔医学教学改

革中的实践以及研究进行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够帮助到

有需要的人。

一、整合课程的接受度

在实际开展整合课程的教学模式之前，院校首先需

要了解以及掌握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该教学模式在学生

群体中的接受度，若是接受度低那么即便开展了此类教

学模式也无法收获良好的效果，反而可能会产生一系列

相反的作用。因此，了解学生的需求以及要求也是开展

该教学模式的一项重要基础内容。在开展教学之前应当

先进行调查工作，根据调查可以发现，71% 的学生认为

应当尽可能早的去接触一系列专业课程的内容，以此来

提高自身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而在传统的口

腔医学教学过程中，大部分的课程内容都是由基础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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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桥梁课程所组成的，因此导致了学生们无法更早的接

触到专业课程，从而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

性 [1]。而通过当前的改革则是需要对以往与此类不相关

的课程内容进行删减，从而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开展专业

课程的教学。而调查中大约 45% 的学生其认为若是减少

了此类基础课程的比例，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后续专业

课的教学内容无法有效理解，50% 的学生则是认为需要

增加专业课程的课时。而根据上述所调查的结果可以得

出一个结论，在当前的口腔医学教学过程中应当尽量地

将基础课程减少，同时保留其中的重点内容以及专业课

相关内容。

除此之外，大约有 87% 左右的学生其认为在传统的

教学过程中按照学科来进行分类的方式则是有助于对课

程内容进行理解。口腔医学与临床医学的课程内容中存

在部分的相似理论基础概念和发病机制、病理表现，因

此若是按照学科分类的方式来开展教学那么其中必然会

存在大量的重复内容。83% 左右的学生们认为若是能够

按照疾病的方式进行分类则是能够提高临床综合思维以

及应用能力。部分未参与教育改革的学生其则是认为应

当在当前的教学过程中尽量减少重复性的内容，以此来

节省学习时间用于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

二、整合课程实施的难点

若是想要在当前的教学改革背景之下推动整合课程

的落实和实施，那么就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手段来促

进教学改革。但是目前我国整合课程的发展还属于初期

的阶段，因此其中会存在一系列难点，需要对此类难点

进行分析，并且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尽可能地去解决，

才能够确保整合课程模式的落实和实施。

1. 教师团队建立

首先最为重要的一个策略和措施就是需要建立相应

的教师团队，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若是教师团队缺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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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能力以及素质，那么即便进行了教学也无法保证教

学的质量以及效率，反而可能会影响到学生们对于知识

内容的理解，导致一系列反作用产生 [2]。因此，需要先

建立良好的教师团队。在口腔医学的整合课程教学过程

中，应当先以疾病为中心来建立对应的课程内容，而在

教学的过程中也就需要多学科的教师才能够实现交叉协

作的教学方式，通过该教学方式能够达到非常良好的作

用。例如在口腔颌面外科学中包含了一系列口腔解剖生

理学、影像学以及组织病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内容，

而若是按照专业的方式来进行课程的教学，那么各个教

师只需要负责自己专业的内容，无法帮助学生们对各个

专业之间形成联系和结合，进而就会导致学生们的知识

网中存在缺陷，无法得到完善。因此多教研室应当进行

统筹协调，以此来确定在相关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其主要

的重点内容，并且通过多次讨论协商来确定课程的顺序

以及课时的分配等一系列内容，定期集体备课和试讲，

从而促使各个专业之间都能够形成有效的整合和结合。

2. 其他学科协调

对于医学这门大学科来说，其通常还需要划分成各

个小的学科内容，而口腔医学就是属于医学中的一个分

支内容，在人体产生对应的口腔疾病时其通常会伴随一

定的症状表现，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作为一名医生来

说其不仅需要对此类症状表现进行分析，同时也需要对

人体全身系统的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对于医学来说，

该分析以及判断能力就属于医学中的基础知识内容，因

此医学专业的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也需要对此类基础

的知识内容进行学习和掌握，从而确保自身能够拥有更

加全面和系统的知识结构。但是在进行课程教学的过程

中，如何有效地协调大临床课程内容的比例及其与专业

课程的融合也就成为了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和难题。而

当前大部分院校所采取的方案就是对一系列基础课程内

容进行压缩和控制，协调重点倾向与口腔专业相关课程

内容，早期融入专业引导课程，以此来尽可能增加专业

课程在所有课程中的比例。

3. 教学效果评价

整合课程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因此开展科

学合理的教学效果评价是促进其教学效果的一项重要措

施，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所采取的评价方法

都是终结性评价，该评价无法对课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和探讨，因此需要使用到形成性评价 [3]。而在形

成性评价的建立过程中也需要制定教师、学生间的自评

以及闭环式互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对每个成员

都进行评价，提高评价的效果和质量。在实际的教学过

程中，想要科学合理地应用此类形成性评价以及发挥此

类评价的真正作用，那么对于教师是一种较大的考验。

通常来说对教师的个人素养、专业素养、教学技巧以及

教学投入度都有着很高的要求，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就

需要在选择教师时就对其各方面的能力进行考核，以此

来确保后续的形成性评价能够落实以及发挥效果和作用，

推动整合课程模式能够顺利落实和发展。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之下，口腔医学教学

是教育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相关人员应当对以往

存在的教学模式进行改善和优化，采取更为良好的整合

课程模式来进行教学。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针对于目

前整合课程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难点还需要不断地攻克和

突破，从而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教学的质量以及效率，同

时通过这样的方法来促进和推动医学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为社会发展奠定更为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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