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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体牙髓病学作为一门以实践操作为主要治疗手段

的临床学科，需要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积累知识。1 综合

诊断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医患沟通能力是口腔医学生成

为牙体牙髓病科临床医生的重要素质。而传统课堂教学

主要由教师主导，学生往往被动接受知识，课堂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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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自主学习能力欠缺；学生往往只重视某一具体知

识点及治疗操作技能的学习，不注重总结、归纳及理论

联系实际，缺乏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临床综合思

维能力，不利于临床岗位胜任能力的培养。因此，以学

生为中心，全面整合课程，采取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的

新型教学模式，使学生在系统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

有效训练自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缜密的

临床综合诊疗思维，是提高口腔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方面。为解决以上问题，提升牙体牙髓病学课程内容

的高阶性与创新性，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全面提升

学生综合素养，课程团队探索了线上学习结合线下 CBL

线上学习结合线下CBL与seminar研讨的混合式教学
——以在牙体牙髓病学教学中的应用探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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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及教育理念的不断革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已成为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

为充分利用各教学模式的优势，提升教学质量，培养临床综合思维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医患沟通能力全面发展

的优秀口腔医学人才，本文初步探讨了线上学习结合线下CBL与seminar研讨的混合式教学在牙体牙髓病学教学中的

应用，为口腔医学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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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 teaching of online learning and offline CBL and 
seminar discussion
-- Take the application in teaching dental endodontic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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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To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teaching mode,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cultivate clinical comprehensive thinking ability, team 
cooperation ability and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oral medicine talents,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discusses the online learning combining offline CBL and seminar discussion of mixed teaching in 
dental endodontics teaching application, provide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oral medicine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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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eminar 研讨的混合式教学在牙体牙髓病学教学中的应

用，为进一步深化口腔医学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实践依据。

一、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随着“互联网 + 教育”的大力发展及各种优质线上

教学资源的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优势开始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在医学教育尤其是口腔医学教育中

的作用和价值也开始备受瞩目。线上教学活动依托各种

线上平台资源；而线下课堂教学则是基于前期线上学习

而开展的更加深入的互动式教学活动。二者的协同运作、

有效融合，可以有效利用信息化教育资源和技术，丰富

教学形式，提高教学效果。

二、CBL与Seminar相结合教学模式

以 病 例 为 基 础 的 学 习（case-based learning，CBL）

是“病例为先导，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而研讨会

式学习（Seminar）注重开展探究式的教学，培养创新

思维能力，是以师生共同研讨问题为主要形式。CBL 与

Seminar 相结合教学模式则是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以具体

临床病例为载体，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以学习小组为单

位就专业基础知识及临床实践展开 Semina 式讨论，带教

老师引导补充，从而使学生系统地学习掌握专业知识，

达到以点带面、融会贯通的教学目的。

综合各教学模式的优势，以革新教师教育理念，提

升教学质量，培养优秀的口腔医学人才，本项目将上述

两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初步探索了线上平台教学与线下

CBL 和 Seminar 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新模式在牙体牙髓病

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三、线上课程结合线下CBL与seminar在牙体牙髓

病学教学中的初步应用

本次教学实践的对象是我校 2016、2017、2018 级五

年制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生，学习本课程时为四年级，已

先修基础医学课程及部分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掌握一定

的基础医学知识，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文献检索

和阅读能力。能够较好地应用各教学平台、腾讯会议等

参与线上教学活动。具体实施流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

段：课前线上自学阶段、课堂活动阶段和课后延伸阶段。

（一）课前线上自学阶段—基础知识学习

本教学团队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线上部分基于智慧树

平台自建的课程“牙体牙髓病学”实施完成。课前教师

依据情分析、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将每节课所涉及的基

础内容、需掌握的重点和难点知识等上传到教学平台，

并发布自学任务及进度。学生依据学习任务，自主完成

线上视频学习、随堂测试、单元作业及线上讨论等环节；

提出疑问，整理记录疑难问题；通过搜集文献、查找素

材自主寻求答案，也可与同学老师探讨交流。同时教师

可以在后台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度，了解其对基本知

识点的掌握情况，有针对性的为线下课堂的教学做准备，

形成良好的线上线下反馈机制。

通过此阶段的自主学习，学生在学习教材基础知识

的基础上学会运用各种资源解疑答惑，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通过合理规划利用碎片化时间，培养良好的时间管

理能力及自律能力，为之后的深入学习奠定扎实基础。

（二）课堂活动阶段—临床思维培养

1. 准备阶段。教师需提前准备病例，疾病类型可根

据牙体牙髓病学知识体系划分为龋病、牙体硬组织非龋

性疾病、牙髓病和根尖周病三大模块；根据每类疾病进

展的不同程度搜集相应的典型临床病例；在不侵犯患者

隐私的前提下，将收集的病例信息加工制成 PPT 课件、

视频等，形成教学案例素材库。学生随机分组，每组

4-5 人，选出 1 名组长作为负责人。

2. 提出问题。各组长组织并引导组员梳理病例信息，

进行分析和提问。以龋病为例，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

为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和预防

几大方面；同时问题还可扩展到牙的发育，牙体解剖生

理，牙体缺损修复材料优缺点等基础知识。一方面，通

过整合口腔基础知识，使学生对牙体牙髓病学常见疾病

有系统性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案例融入课程思

政元素，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此外，教师还可提出一些

开放前沿性的问题，例如能引起牙齿疼痛的疾病有哪些；

龋病早期诊断的最新技术有哪些；龋病治疗及预防新材

料有哪些等。问题以基础知识为中心，紧密联系临床，

同时引入学科前沿知识，让学生系统掌握疾病的发生发

展及转归，重点培养临床综合思维能力。

3. 分析解决问题。针对分配的问题任务，各学习小

组成员分工查阅相关资料，进行 Seminar 式讨论交流，讨

论主要集中在临床诊疗和新技术新材料方面。教师在整

个 Seminar 过程中主要起引导和调控作用，在适当时机提

供解决思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各组将所讨论

问题和病例的相关结论以 PPT 形式进行汇报，并由其他

学生进行补充或提问。教师最后进行课程内容总结，并

解答各小组的遗留问题，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

4. 应用问题。课堂教学除了采用以疾病为分类依据

进行的 CBL 和 Seminar 讨论外，还阶段性的穿插情景剧表

演式教学。学生根据日常生活所见所闻的牙体牙髓病的

相关案例，如龋病，外伤，牙疼，牙齿颜色异常等，选

取不同的主题，设计一个就诊治疗过程，模拟真实的临

床接诊治疗环境进行角色扮演。此过程既进行了基础知

识的巩固，又是病例讨论式教学的延伸；既加深了对相

关疾病的临床诊断治疗要点的理解记忆，又让学生切身

感受医患之间的沟通交流及人文关怀，为未来临床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

（三）课后延伸阶段—知识运用升华

1. 学生自我总结与评价。可以通过思维导图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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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同时也要分享整个学习过程的

心得体会。通过总结，进行反思和提升。

2. 社会实践活动。为了进一步拓展与延伸所学知识，

每个学期组织最少两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爱牙

日活动等深入校园、幼儿园、养老院开展口腔健康科普

知识宣讲等活动，学以致用。既提升了他们的知识综合

运用能力，又锻炼了人际交流沟通能力，也深入了解了

民众口腔健康状况，意识到未来肩负的责任与义务。

3. 临床科研思维的培养。对于遗留的疑难问题、学

科前沿及热点问题，学生通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归纳

总结，一些创新性的选题和内容，可在进一步完善后以

论文的形式发表。

（四）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采用过程性评价结合终结性评价，注重过

程性评价。

1. 过程性评价（占 40%）：主要包括线上单元视频作

业、线上测试、平台讨论参与度等（占 50%）；线下课

堂考勤、翻转课堂的积极性、有效性、随堂测验、阶段

性考试等（占 50%）。

2. 终结性评价为期末考试（占 60%）。期末考试的命

题形式参照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进行，注重考查知识

综合应用能力，加大了案例分析等应用性题目的占比。

通过形成性评价考核体系，教师能够及时反馈指导，

有效督促和指导学生平时学习；让学生知识掌握在平时，

提高学习效率，达到以考促学，以学促教的目的。

四、教学效果和学生评价

通过问卷调查及学生成绩的分析总结发现，绝大部

分（95%）学生认为该教学模式激发了学习兴趣，有助

于提高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参与讨

论，并总结出数量合理且高质量的问题；同时还可以灵

活运用各种方式获取资料解决问题，如查阅书籍，总结

归纳论文成果，利用网络资源及开展社会调查等；相比

传统教学模式虽然有一定的学习负担，但能够学到更多

知识，不仅能提高独立思考及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还

可以培养科研思维，对将来进一步学习深造有很大的帮

助。

五、线上课程结合线下CBL+seminar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在牙体牙髓病学应用中的体会与思考

新医科背景下，基于学习产出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

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教师引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通过研究型学习，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自主

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最终以实现临床岗位胜任力

为目标，构建牙体牙髓病学“金课”体系。线上学习可

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可以合理规划利用时间

及资源，而线下课堂的病例分析讨论又可以将线上基

础知识活学活用，真正做到理论结合临床。线上与线下

CBL+seminar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培养高素质的口腔医学

人才中有着巨大优势，主要表现为：

1. 线上线下互融，提升综合素养

基础知识学习过程中打破“授之以鱼”的传统教学

模式，而以“授之以渔“的新型教学方式让学生亲身经

历知识探索与研究的全过程；临床思维培养方面，以病

例为中心，教学内容紧紧围绕牙体牙髓病学临床典型病

例展开，巩固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临床诊疗思维；

2. 课程思政浸润，促进知识认知

以蕴含思政元素的临床案例为载体，提高课程的思

想性学术性，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基础理

论，认识问题及知识背后所蕴含的临床逻辑思维、价值

判断，激发学生的思想碰撞和情感体验，在知识传授的

同时，实现能力提升，价值塑造；课堂小组学习讨论、

情景剧模拟及课后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表达能力，还注重团队精神和沟通协作能力的培养，

有利于提高医患沟通水平及思想政治觉悟。

3. 考学一体化，促进自主学习

利用线上优质资源，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成性

评价体系，及时反馈指导，有效督促和指导学生平时学

习，提升自主学习效果。

此外，在开展此混合式教学的过程中，也应注意教

学资源质量的把控。高质量的线上平台课程，需具备优

质的教学内容，完善的监督及测评体系；典型的临床病

例除包含完善的知识体系外，应融入人文知识和思想教

育元素；专业教师应提前进行该教学模式的岗前培训，

不仅要有高水平的专业技术知识，还需要具有良好的课

堂控制力，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个性化引导。

总之，我们在牙体牙髓病学教学中采用线上结合线

下 CBL+seminar 的教学模式，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充分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辨能力、团队

合作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今后我们将不断完善和发展

牙体牙髓病学的混合式教学，为口腔医学的教育教学改

革提供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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