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腔修复”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途径及作用研究

刘志辉

摘 要:
 

思政教育是我国口腔专业学生最根本的“必修课”,要想培养出具备高

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和高超的专业、职业素养的口腔科医师,就需要引领口腔专

业学生不断完善求真世界观、尽早树立积极人生观、用心锤炼核心价值观。因

而,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抓能力提升”和“强道德修养”双管齐下是口腔医学人

才培养的必经之路。为实现人文教育、专业教育的同向同行,全面提升口腔专

业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在“口腔修复”课程教学中重点渗透思政教育,
探索思政教育的方式方法,取得的成果对其他教师及其他类似课程具有示范和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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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对高校教师提出“政治要强、情
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六个要”教育理念;强调教师“要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明确了我国人才培养的政治思想要求,指出了大学教育应引导学生立德成才、立志成

人,建立健全的人格,树立积极的价值观、政治观、人生观。[12]《爱丁堡公报》提出“21世纪的

医生,应是优秀的卫生管理人才,患者的代言人,出色的交际家,有创见的思想家,信息专家,
掌握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知识的专业医师,努力终身学习的学习者”。[3]此要求与习近平总

书记倡导的培养德才兼备的全面型医学人才的想法不谋而合。医学教育的核心是生命教

育[4],“健康所系、性命相托”,重义轻利、知行合一是从医者的职业道德,“以患者为中心”是
现代医学教育的人文教育目标[5]。因此,在课堂上加强对口腔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和人文

素质教育是时代的需求,是对当代医学专业学生培养模式的优化,是符合国家整体发展策略

的改革措施[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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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口腔修复”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口腔修复”是口腔医学体系中的核心课程,在口腔医学教育中比重较大,口腔修复医学

对医生的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要求较高,专业特点突出,恢复口腔美观与功能是口腔修复医

师的职业要求,且口腔修复医生面对的多是更需要得到社会关爱、照顾和理解的老年患者。
因此,医生不仅需要具有精湛的专业技术,更需要对患者保有仁爱之心、对我国口腔修复医

学事业持有敬业精神。所以,针对口腔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应以增强学生对于医学事业的

使命感和荣誉感、提升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文化素养为中心,从而促使学生将个人发展与人民

口腔健康事业达成统一。然而,在“口腔修复”课程的教授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常被忽略[8],
其原因主要是:

 

①部分教师对“口腔修复”课程中蕴含的思政理念理解不够透彻,未将思政

元素自然而然地融于课程的相关内容之中;②有些师生认为思政教育“价值无涉”,故只注重

专业课程学习,忽视了职业涵养的提升;③有的医学教育中所进行的思政课程枯燥乏味,无
法让学生对课程内容达到深入理解和学以致用[9]。因此,教师首先需树立将思政教育融入

“口腔修复”学科的意识,推动我国的医学人文教育[10]。本文将以“口腔修复”课程为例,从
思政目标、思政资源和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策略等方面探索如何将课程思政有机地融入口

腔修复医学教学中。

3 “口腔修复”课程的思政教学目标

  3.1 开展口腔医疗现状的国情教育,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

我国是一个口腔医疗需求大国,口腔疾病患病率高,患者基数大,然而治疗率却处于相

对偏低的水平[11]。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牙列缺损与牙列缺失患者逐渐增多,针对

口腔修复治疗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作为口腔修复医师的责任也日渐加重[12]。尊老爱

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注患者特别是老年患者的口腔健康是口腔医务工作者的基本

职责,然而,我国的口腔修复专业人才仍旧处于短缺状态[13]。实际上,口腔人才培养的资源

与技术在我国并不缺乏,某些口腔治疗技术还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而且我国已经具有完善的

口腔专业学生临床教育指南体系[14]。口腔专业学生是中国口腔医学事业发展的基础与原

动力,口腔卫生人力资源则是我国口腔事业的重要载体和口腔医学发展的重要元素[15]。因

此,我们需要加大口腔医学人才教育培养力度,增加学生的责任心,提高学生培养质量,使其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3.2 开展国内口腔医学的发展现状教育,培养学生的进取心

医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是需要不断学习和创新的学科,口腔医学工作者也必须不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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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道路上进行探索。所以,通过将现阶段我国口腔修复的医疗水平与国外进行对比,

让学生意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激发学生的进取心,从而提高自我要求,不断学习

先进技术,为我国的医疗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当前我国的口腔医学存在专业人才少且缺乏

社会关注等弊端。以口腔修复材料和工艺为例,发达国家包括韩国、日本的发展都很早,

而且工艺成熟,技术远远领先于我国。在口腔修复常用材料与设备方面,也是进口产品的

品质明显更优,比如氧化锆全瓷冠进口材料(威兰德、LAVA等)较国产材料具有更好的耐

磨性和强度,但存在价格昂贵增加社会和患者经济负担的缺陷。椅旁CAD/CAM技术和

DSD前牙美学修复设计等前沿技术均由国外首创且具有显著优势[1617]。因此,我们可以

以此类事例为手段,激发学生自力更生、不断学习的进取心以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
觉悟,不断研发和改进自主品牌,开展与材料改进相关的科研课题研究,努力提高自主材

料品质。

  3.3 开展学科领域内的名人名家榜样教育,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和科学

精神

  由于现代人对于审美和口腔功能的双重追求,合格的修复设计方案要求既要有利于患

者身心健康,也要能体现高品质的审美,这就需要口腔专业学生养成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对
工作极端热忱的敬业精神,这样在未来的临床工作中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陈薇院士带领

的科研团队在新冠疫苗进入人体临床实验之前,就对疫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进行了上千次

实验,力求将疫苗的风险最低化[18]。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之后,为确保疫苗的安全性,陈薇院

士依然循序渐进地从小剂量、小数量志愿者入手精益求精地进行临床实验。在课堂上向学

生传达陈薇院士谨小慎微、刻苦攻关的敬业精神,可以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作为医务

人员需尽职尽责的使命感。

  3.4 改良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高校中的科研创新则是健全和完善国家创新

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分,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优秀青年人才也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口腔修复医

学专业对于口腔修复材料的机械性能、美学性能和生物相容性要求较高,而临床上常见的各

种修复材料仍存在各种弊端,针对材料性能改进以及新兴材料的应用方面的研究仍然十分

迫切。因此,高校的口腔修复医学教育应聚焦国家需求、国计民生,课堂应加强对学生的创

新性思维与能力培养,通过传播“技术的发展没有止境”这样的观点,引导学生领悟到重视学

科前沿和新兴方向发展的重要性,大力弘扬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力求“科技强

国、科教兴国”,以此来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培养创新型人才。因此,在课堂上需注意“熏陶

式”和“启发式”教育模式相结合,在强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创新教学模式,以保障学生拥有积

极的价值取向同时鼓励其利用旧知识发展新观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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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口腔修复”课程的思政教育资源

挖掘思政资源对于课程思政的成功开展至关重要,适宜的思政资源不仅引人入胜,还可

以增加课堂兴趣,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学以致用,实现思政育人的目标并提升教学效果。

  4.1 挖掘“口腔修复”学科发展史中的典型人物

一门学科的发展史中一定充满了传奇、励志的经典人物和故事,对“口腔修复”学科发展

史中典型人物和事件进行挖掘和讲述是进行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良好开端。通过介绍我

国修复学科先辈们创立学科的故事可以激发学生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科学求实的人生信

念。比如,著名口腔修复医生黄天启在国家困难时期毅然回国,为我国口腔修复学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成为中国第一个口腔医生;著名口腔修复学者王征寿对肯氏分类进行改良,创造

性地提出了可摘义齿的六种分类法,更直观地反映了活动义齿设计方案[20]。通过介绍口腔

修复学者们在学科创建过程中的伟大贡献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树立崇高理想和坚

定信念,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坚持不懈地为口腔修复事业奋斗

终身。

  4.2 结合热点实例帮助学生认识职业特点和学科发展现状

思政教育的资源应具有时代性,过于陈旧的话题无法引起学生兴趣,而热点实例流传度

广、关注度高,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通过社会热点问题与专业课程的有机结合,可以有效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之间的积极交流与思考,加深学生对当今医疗社会现状的了

解,促进学生学会医患沟通、关爱患者,引导学生反思现有修复技术的弊端以及医患矛盾的

处理策略。

  4.3 教学内容生活化,帮助学生树立科普宣传的意识

教学内容应密切联系学生生活,从身边的实例入手进行讲解,以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和应用,并形成科普宣传的意识。比如,在讲授前牙美学修复内容时,引入某美甲店以“6D
纳米炫齿浮雕”为噱头,利用不知名牙表面粘接材料对消费者健康牙齿进行磨除后改色,严
重伤害牙体健康的欺骗消费者事例,告知学生作为口腔工作者应加强口腔健康的科普宣传

教育工作,提高患者口腔健康的预防意识,帮助患者掌握基本的科学常识,避免受骗上当。
这种将身边实例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使得教育内容充满亲和力,更容易让学生感

同身受,并提高教育效果达成思政目标。

  4.4 引入前沿知识和技术,扩大学生的国际视野

任何学科的进步都离不开交流和学习,通过介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材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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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还能促进师生的共同进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新欲。比如,课
堂上可以通过短视频、图片资料以及优秀病例的展示,充分展现国内外最新口腔医疗修复的

材料和技术,将“科技强国”理念深入人心。还可以通过介绍CAD/CAM系统制作修复体技

术,让学生体会到口腔修复技术正逐渐由人工转向数字化、智能化、细节化、微创化以及高效

化。而数字化扫描避免了传统取模的异物感,降低了外界因素的影响,简化操作步骤,现场

即可将最终修复效果展示给患者,可让患者充分了解并正确预估治疗效果。关于最新技术

的介绍开阔了学生的眼界,让学生认识到只有不断学习最新技术,不断更新和丰富知识储

备,才能提高专业水平,满足时代需求。

5 提高学生思政水平的实施策略

  5.1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强化思政教育导向性

在日常教育中我们可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发学生对自我的专业素养和职业

道德进行深度反思、探索本质、内化真理。传统的教学模式多为灌输式教育,教师在课堂上

讲授知识点,学生只需记住即可,无法深刻领悟其中含义,这种被动式教学只会培养出“读书

机器”而非德艺双馨的口腔医师。可见,教师在提升学生专业知识同时要引导学生主动进行

角色转变,让学生在理解口腔医学专业内涵的同时,积极提高自身修养,主动规范自我行为,
成为具有高尚医德医风并能帮助患者恢复口腔健康、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社会主义医学者。
因此,“口腔修复”教学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一些正面的事例引导学生积极学

习榜样,强化思政教育的引导作用,让学生将生活与社会联系起来,从而强化自我奉献意识

和责任意识[2122]。以我国历史发展道路探索为例,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决定论认为社会历史

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正确道路的选择最终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选择,中国的革命前辈没

有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而是根据中国基本国情决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
而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迅速发展,这是党和人民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23]。同理,创造

学生自主思考的环境,培养学生大胆探索、小心求证、尊重事实与科学的精神,让学生在主动

探索中提升专业技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生成积极动机,形成独立成熟的职业技能意识,
树立职业梦想,并为之拼搏与奋斗[24]。在“口腔修复”课堂上可通过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25]

以及PBL[26]等教学模式,设计模拟实验,与技工室合作指导学生亲自完成活动义齿制作,角
色扮演感受作为患者的心路历程等方式调动学生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不忘初

心、提升自我,在不断实践与反思中强化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实际行动。

  5.2 把思政教育日常化、无形化、实践化

口腔修复医学是一门实践类学科[27],需要极高的实操能力以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追
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才能保证修复效果。所以,仅仅在课堂上进行思政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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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思政教育日常化、无形化、实践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谈到“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因此,要想利用口腔教学和实践基础教学强化思政教

育,就必须强调师德师风,要求教师以身作则、认真负责、善待患者,言传身教发挥榜样作

用[28]。笔者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①教师在临床与实践教学中强化思政教育理念,使学生深

刻领悟到口腔修复医学在改变人生方面的重大意义,提高口腔专业学生职业成就感和依法

行医、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素养。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地为学生做典

范,在无形中让学生深刻领悟到口腔医学修复课程的人文内涵,提升学生专业素养和思想政

治水平,进而坚定学生依法执医、廉洁行医的信心和决心。③思政教育切入点多样化,充分

发挥理论课堂和实践课堂的平台作用。例如,带教老师在临床诊治过程中,应尽量将治疗程

序标准化,每一步操作示范都应保证细节的处理,减少患者痛苦的同时提高修复效果,这会

在无形中增强学生的哀伤意识。如前牙周组织健康的维护、生物学宽度的保护、冠边缘的设

计、牙体预备的光滑连续、黏接剂的去除、排龈的直径及手法等这些细节处理都体现了医生

对患者的爱护与关怀。细节和全局常常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另外,教师要注意激发学生的

团队意识,将每一名学生都纳入实践学习中来,通过实践教学中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营造

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良好学习氛围。鼓励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并定期进行病例

分享,使学生的专业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在日常交流学习中同步提高。

  5.3 培养批判性思维,改变惯性思维,避免人云亦云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通过自我剖析、自我审视、自主调控来提高自我认知和思想水平的强

有力的创新性问题解决工具,可高效而精准地解决问题,现已被列入“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

本要求”[29]。“口腔修复”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在实践和探索中不断前进,
医疗环境的高度复杂性也导致了医生在医疗决策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特别需要医生在

面对医疗专业问题时具有批判分析的精神,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和总结,能够

提出依据性假设,并通过积极求证后得出可行的设计方案。因此,批判性思维对口腔修复医

生意义重大。“口腔修复”课程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对口腔修复治疗过程进行批判性思考,
增强学生的思辨能力,不断引导学生对其治疗方案是否违背健康功能与稳定原则进行判断

和反思[30],进而使其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思想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学

生们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使他们形成在日常学习中主动反思的习惯,养成对每一个医学

问题的思考都精细化、明确化和可行化的科学态度。根据美国学者理查德·保罗[31]的观

点:“批判性思维是在良好判断的基础上,使用恰当的评估标准对事物的真实价值进行判断

和思考的过程”,结合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可以说针对医学问题的质疑

和解决离不开扎根临床的实践和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因而结合临床实践,学会从社会、伦
理、经济等角度全面而科学地审视医疗解决方案,独立地作出科学的评判应成为“口腔修复”
课程教学的关键目标[32]。

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首先,教师需从自身做起,勇敢地对自我进行深刻剖析,鼓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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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己提出挑战,认真思索和解答学生的提问和质疑,积极采纳他人意见,并通过科学的探

索寻找解决方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使学生养成自省、反思和勇于挑战权威的习惯,而不

是被权威禁锢思维。其次,学科之间的课程整合将有利于学生全面掌握专业知识,提高问题

解决的科学性。例如将修复学、牙周病学、正畸学和颌面外科学进行课程整合,以修复学为

主导,兼顾其他学科,能提高学生全面分析临床问题的能力。最后,还可以将医学统计学、医
学文献检索、流行病学以及循证医学等相关学科进行整合,增强学生的科研思维和能力,使
学生养成用追求真理、尊重科学的态度去解决临床专业问题的习惯[33]。

6 结论

本文响应课程思政、全程全方位育人的理念,从“口腔修复”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

重要性入手,分析“口腔修复”课程的思政教育目标,确定思政资源,探索育人策略,利用课堂

与实践教学构建全程育人体系,为优秀口腔修复医学人才的培育提供了思路。但从真正实

施效果方面来看,“口腔修复”课程的课堂教学中还未能很好地融入课程思政,有些思政教育

仍流于表面,要想达到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课程思政效果,
仍需教师、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探索。课程思政不仅仅是学校和教师的育人责任,更关

涉到我国口腔医学事业的兴衰。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合,能使学生的专业素质和

道德修养得到全面提升,可以为我国口腔医学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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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way
 

and
 

function
 

of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of
 

Oral
 

Restoration

Liu
 

Zhihui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compulsory
 

course”
 

for
 

stomatological
 

students
 

in
 

China.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omatologists
 

with
 

noble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
 

it
 

is
 

necessary
 

for
 

stomatological
 

students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truth-seeking
 

world
 

outlook,
 

establish
 

a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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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ook
 

on
 

lif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emper
 

correct
 

values
 

with
 

painstaking
 

efforts.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grasping
 

the
 

improvement
 

of
 

ability”
 

and
 

“strong
 

moral
 

cultivation”
 

for
 

stomatological
 

students
 

are
 

not
 

only
 

the
 

need
 

of
 

talent
 

cultivation,
 

but
 

also
 

the
 

only
 

way
 

to
 

train
 

the
 

talents
 

of
 

stomatological
 

talents.
 

This
 

paper
 

makes
 

a
 

concrete
 

explor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course
 

of
 

prosthodontics
 

to
 

strive
 

to
 

achieve
 

the
 

same
 

direction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in
 

an
 

all-roun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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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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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ducation;
 

dental
 

prosthodontics;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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