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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口腔医学是一门专业性比较强而且对实践性要求比较高的学科，能为独立的口腔门诊输送大量人才，但是目前的现状是很多口腔医学专业的

学生毕业后很少有能独立进行门诊的学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目前的口腔医学教学方法还停留在传统的老师讲课为主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没

有被激发，对于口腔医学的学习也只是被动的接受课堂知识和实验，这样的教学和学习是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口腔科人才的，因此对于口腔医学的教

学方式非常有必要进行探索。构建性学习方法能激发学生主动性，鼓励学生自我实践和自我解决问题，对于口腔医学的教学成果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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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口腔医学教学的现状是以老师为主的灌输式教育，

学生基本都是被动的接受知识，主动性不足，学习的效果并不理想，

对于全面的口腔医学人才依旧缺乏，而且传统教学方法枯燥乏味，

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兴趣，还会散失学生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不利

于人才的培养，构建性学习方法是以学生为主导的学习方法，通过

场景演绎可以综合锻炼学生的各种能力，还能帮助学生提高知识学

习效率，老师引导提问法能通过一个问题调动起学生的兴趣，提高

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之间的协作不仅能互相帮助解决难

题，还能增加竞争力，让学生在学习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从而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率，这些都是可以探索使用的构建性学习方法，其遵

循学生为主导，构建学生全面的知识体系，对于专业性较强的口腔

医学专业的学习是更加有效的。 

二、口腔医学教学现状 

1、传统教学方法枯燥，学生容易失去兴趣 

目前口腔医学的教学是以老师传授讲课为主，老师将理论知识

教给学生，学生被动吸收知识，实践课程也是由老师布置实验内容，

学生来完成实验课程，这个教学和学习的过程基本是老师来主导，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被激发出来。口腔医学会有很多专业性的名

词和解释，只是靠老师来讲解，会没有那么生动，他们接受起来也

会比较困难，可能会导致学生对该学科的学习失去兴趣。比如在学

习口腔学中的药理学课程时，药动学，药效学，药物跨膜转运，这

些名词对于学生来讲都是比较专业的名词，他们大都是第一次接

触，如果老师按照原来灌输式的教学，很可能就是按照课本知识结

合实际给学生介绍一下，学生的吸收程度就看他们的个人学习力，

如果学习能力稍微差的学生，理解起来可能依然是觉得复杂的。这

种教学方式对于学生来说很枯燥，学习起立也费时费力。 

2、传统教学方法让学生创造性被泯灭 

传统的教育方法是以老师输出传授为主，学生没有机会主动去

建立自己的学习体系，老师讲到哪，学到哪，到底为什么学，学这

些知识有什么用，学生是没有提前做过思考的。口腔医学本身的理

论知识较多，相对枯燥，更容易让学生无法有更深度的思考。这样

的情况会让学生禁锢在所学的知识中，长期没有主动去思考而失去

创造性。比如在学习口腔医学药理学中的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时

候，如果是靠老师讲课传授，学生可能就是理解了这两个药品是什

么，在什么情况下用，可能不会有下一步的延伸理解，但是如果学

生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他们会去主动的理解这两种药的药效原

理，甚至主动了解是否身边人有需要这两种药，他们的病理情况是

否适合用这个，这个不断追溯和探索的过程，能大大激发他们的创

造力和主观能动性，从而更好的学习这么课程，但是目前的教学方

式无法激发起他们的创造性，在将来从事口腔医学相关的事业时很

可能也会缺乏这种能力。 

3、学生的主动性缺乏 

传统的口腔医学教学是由老师备好课，依据教学备案内容来进

行讲解，因为很多知识都是新知，学生也没有学习过，或者涉猎过，

学生只能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新知识对于他们来说无法形成深度的

思考，相对的主动性就差一些。因此当遇到难题的时候，学生大都

会先请教老师，让老师帮忙解决，他们一般很少会自己去主动寻找

答案，或者因为面对的大都是新知识，他们也不能自己找到问题的

答案，对老师的依赖性比较高。这个是传统教学方法给学生造成的

思维定式，觉得老师是权威，找老师解决问题是快速且正确的做法，

其实遇到问题找老师对于学生的培养来说非常不利，学习口腔医学

专业的学生将来基本都是需要独立去处理病人的口腔疾病问题的，

如果一旦让学生形成遇到问题就找老师的思维，这对于他们将来的

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比如在口腔医学的药理学中需要学生记住一些

药品的名称，并能依据病症给出正确的药物和正确的剂量，如果学

生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可能在实验中忘记了应该用什么药物和加

多少剂量，学生可能会直接问老师，而不是自己去主动找答案。传

统的教学方式因为是老师为主导，很可能就会培养出不具有主动性

的学生。 

三、口腔医学教学过程中构建性学习方法研究 

构建性学习方法是一种以鼓励学生自主构建认知结构的一种

学习方法，强调以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通过自身的探索

和主动学习，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老师在其中的角色为辅

导，而非主导。构建主义学习理论中，“情境”、“协作”、“会话”、

和“意义建构”是学习中的的四大要素。针对口腔医学教学过程中

的现状了解到，传统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提

升自己的各种能力都是不利的，构建性学习方法是打破了传统的老

师教学生学的模式，而是以学生为主，让学生依据自己的认识，通

过主动性的学习，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认知，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知识

体系。这种学习方法能让学生更好的内化，吸收所学的知识，从而

让知识真正为我作用。构建性学习方法基于其理论和四大要素可以

衍生出很多方法，现在介绍以下三种方法。 

1、场景演绎型学习法 

构建性学习方法提出的是一个能够建立完整的认知的学习方

法，要求学生能积极主动的通过自己思考，自我实践，结合自己的

经验，学到知识。口腔医学专业解决的问题是能够帮助客户解决口

腔方面的问题，需要学生拥有从诊断，到提供药物的能力，这一套

操作需要学生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这就要求老师在做

教学辅导时，要引导学生通过课堂学习，掌握相关的知识和经验。 

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建立一个和课堂知识相关的问题场景，让

学生在这个场景中能将学习知识的过程和应用知识的过程联动起

来，让他们在场景互动中充分的消化和吸收所学内容。 

场景的设计要尽可能结合实际生活，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

生愿意动脑去思考，总结。还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进来，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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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才会对知识记得更清楚。比如在学习口腔医学药理学的时候，老

师可以帮助学生们建立一个看诊的场景，需要学生有一部分当医

生，一部分当病人，场景可以设计成病人去口腔诊所去看牙，医生

要通过诊断确认病人的病理，并给出合适的药方。老师要引导学生

将这个过程演绎的真实且合理，符合他们所学的知识。扮演看牙的

病人需要了解牙齿疼痛有几种情况，真实的疼痛的范围和种类有哪

些，因为他们要和医生去描述，只有描述正确了，医生才能对症下

药。而医生除了需要了解关于牙疼的各种症状和诊断，还需要了解

用药，药的名称，药的剂量都是需要扮演者自己搞清楚的，在情景

表演开始后，扮演患者的人要真实的代入角色，讲出自己的病症，

医生需要根据病人的描述诊断是什么病，然后根据病症给病人拿

药，剂量也要弄清楚。 

这个情景表演的过程能大大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为场景

中会充分运用到课堂上的知识，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会根据自己之

前的经验来做准备，在病人和医生的互动中会用到课堂知识，这就

是构建性的一种学习方法。通过一个场景，能帮助学生建立他们的

知识体系，包括这个药物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会用到，会需要多大的

剂量，还能高效的记住所学知识。 

老师引导学生建设情景场景的时候，要结合理论和实践，建设

一套完整的场景，帮助学生形成系统化体系化的思考方式，这也是

构建性学习方法的要求。 

2、问题教学法 

一个好的问题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发学生思考，并且积极主

动的解决问题。通过解决问题的这一过程，学生一方面能对知识有

更加深入的了解，因为解决问题的过程，他们需要整理知识并应用

知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构建性学习方法是围绕

学生来进行的教学和自主学习，因此无论是理论知识的学习还是学

生其他能力的提升，都是学生学习的成果。引导学生解决问题需要

老师能提出一个有效的问题，能将所学的课堂内容融合进去，还需

要设置一些难度，鼓励学生去深度思考，锻炼学生的思维。比如在

学习到口腔常见疾病的预防知识时，老师可以提出问题，如我们日

常常见的口腔疾病有哪些，它是怎么形成的，又如何预防？老师要

让学生通过自身的经验和对家人的访问做出解答，有的学生得过口

腔溃疡，可能他就会结合自己的经验给出回答，关于口腔溃疡是怎

么形成的，学生可以根据课本知识作答，也可以根据经验作答，比

如通过访问家人了解到口腔溃疡是缺乏维生素，且免疫力低下而引

起的，关于怎么预防，就是多吃蔬果蔬菜，补充维生素，锻炼身体

提高免疫力。学生作答的过程，是以学生为主，让学生自己去回忆

过往的经验，或者访问家人，最后总结出答案，这样其实也在帮他

们建立自己的认知体系，通过访问和回忆，能激起他们的主动性，

自主性的解答问题，学生独立把这个问题解答出来，同时也能锻炼

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提出问题法，需要老师在设计问题时要有系统性，能将口腔医

学的课堂知识，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激发学生的兴趣，结合起来

进行问题设计。 

3、小组合作学习法 

好的学习方法离不开小组的互动合作，因为有的学生学习能力

强，掌握知识比较快而且扎实，而有的同学学习能力比较差，就需

要其他学生的帮助。 

构建性学习方法支持协作，通过协作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相互之前的互动还能碰撞出更好的观点，重要

的是相互之间的交流能弥补互相的短板，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同学

之间的观点交流起来才有价值。 

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都多种，可以是互相探讨所学知识，不懂

得可以互相交流，可以是合作完成一个新的任务，也可以是共同完

成一个设计，相比一个人的学习和思考，小组成员共同学习和思考

能更加全面的看待一个问题，并让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比如在学到药理学的时候，很多药品的名字要熟练记忆，还要

诊断什么样的病理需要什么样的药品，剂量多少，这些都需要准确

记忆，有的学生记忆力很好，容易记住，而有的学生记忆里不好，

怎么也记不住，如果让他一个人去记忆，很难，这个时候如果有小

组成员的帮忙，会事半功倍。比如小组的成员可以将自己的记忆方

法分享给他，让他也按这个方法来记忆试试，他在记忆的过程中，

小组成员可以协助他，或者小组成员可以找一些相关的资料给他

看，让他增加一些了解会更容易记忆。一般小组成员互动交流，能

加深对知识的记忆，在遇到学习困难的时候能够互相帮助解决困

难。除了学习理论知识可以互相帮助，在做医学实验时，也可以小

组成员互相帮组交流。 

构建性学习方法需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可以

是自己思考得来的，可以是老师传授的，也可以是和小组成员，同

学之间交流得来的，小组成员的互动，讨论能从各个方面帮助一个

同学成长。而且小组成员的交流还能形成互相之间的竞争，比如小

组某个成员看到别的成员很快就把课堂知识学会了，那他也会不甘

落后而奋起直追，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学习的环境。这样的竞

争能促进学生互相的成长，对于口腔医学的学习来说是非常有效的

方法。 

四、结论 

口腔医学的教学需要打破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才能培养

出有用合格的口腔医学人才。口腔医学的人才需要有系统化体系化

的认识，包含专业知识的认知，以及广阔的视野和眼界。这样的人

才培养使用构建性学习法会更有效，因为构建性学习法能从多方面

来培养人才，不再是让学生只听老师讲课，而是让老师成为辅导，

学生根据所要学习的知识，主动搜集资料，主动调研，主动思考，

主动提出解决办法，能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尽可能的调动起

来，更好的吸收所学知识，提高各种能力。这样的学习方法培养出

来的人才既有专业的知识，还能有多元的思维能力，在将来事业发

展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面临口腔专业多元人才缺

乏的情况下，这种学习方式能填补这方面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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