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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口腔修复学是一门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并重的学科ꎬ现行的住院医师口腔修复培养模式虽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ꎬ但培训中仍存在一些问题ꎮ 如何在短时间内帮助住院医师掌握口腔修复的操作要点ꎬ提高临床培训质量ꎬ为社

会培养更多高质量的修复医生ꎬ是现阶段口腔修复教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ꎮ 为此ꎬ本研究设计仿头模拟教学课

程ꎬ进行口腔修复各项临床技能操作培训ꎬ旨在快速提高住院医师的临床操作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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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修复学是临床口腔医学的重要课程之一ꎬ
是一门专业性强、操作性和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学

科ꎬ在课程内容设置上通常包括理论基础教学、临床

前期教学和临床教学三大部分ꎮ 仿头模在口腔修复

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１]ꎮ 为此ꎬ本文设计仿头模拟

教学课程ꎬ在离体牙及模具上进行各项临床技能操

作培训ꎮ 通过集中仿头模拟操作训练ꎬ帮助住院医

师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临床操作能力ꎬ从而缩短住院

医师临床实习阶段的适应时间[２]ꎮ

１　 课程开展背景

口腔修复学是一门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并重的

学科ꎬ本科阶段着重于理论知识学习ꎬ而研究生和住

院医师阶段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ꎬ更注重临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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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和操作能力的培养ꎬ目标为学会独立“看患者”ꎮ
现行的住院医师口腔修复培养模式虽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ꎬ但培训中仍存在一些问题ꎮ 本文对 ３６ 名参加

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进行开放式提问

“口腔修复培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ꎬ发现问题主要

集中在:１)住院医师入科前修复操作水平参差不

齐ꎬ缺少系统性临床技能培训ꎻ２)由于患者经常拒

绝规培阶段住院医师进行操作ꎬ导致住院医师临床

实际操作机会较少ꎬ临床接诊患者数量有限ꎬ接触的

病种也很局限ꎻ３)由于操作不熟练ꎬ医患矛盾或纠

纷时有发生ꎮ
本文分析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可能原因:１)由于

口腔修复的专业性强ꎬ在进入临床轮转实习前对有

关口腔修复的专业技术操作训练相对较少ꎬ不能迅

速地适应临床工作ꎮ ２)口腔修复的临床实践内容

繁多ꎬ在有限的时间内ꎬ接触到的疾病类型比较局

限ꎻ临床实习带教老师相对固定ꎬ每个老师专业特色

不同ꎬ接触的各病种数量参差不齐ꎮ ３)口腔修复项

目多为自费项目ꎬ费用高ꎬ且多为不可逆性有创操

作ꎬ患者的自我防护意识不断提高与现阶段学生亟

需增加动手操作机会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ꎬ使得学

生在临床实际操作中获得的机会逐年减少ꎻ加上现

阶段医患关系紧张ꎬ学生大多处于被动地位ꎬ容易出

现厌烦情绪等情况ꎬ影响教学质量ꎮ ４)缺少数字化

教学视频ꎬ无法建立统一规范化的自主学习平台ꎬ学
生缺少自行练习的参照学习对象ꎮ

如何在短时间内帮助住院医师及研究生掌握口

腔修复的实习要点ꎬ解决以上出现的问题ꎬ提高临床

培训质量ꎬ为社会输出更多高质量的修复医生ꎬ是现

阶段口腔修复教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ꎮ 为此ꎬ本
文设计仿头模拟教学课程ꎬ进行教学改革探索ꎮ

２　 课程设计及实施

本文将口腔修复模拟教学课程分为 ３ 大部分:
固定义齿修复、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及全口义齿修复ꎮ
每一部分又分为若干小节ꎬ总课时为 ３８ 学时ꎬ其中:
１)固定义齿修复(２０ 学时):全冠修复、桩核冠修复、
贴面及嵌体修复、固定桥修复ꎻ２)可摘局部义齿修

复(９ 学时):简单可摘局部义齿、复杂可摘局部义齿

修复ꎻ３)全口义齿修复(９ 学时):全口义齿修复全

过程操作技能详解ꎮ

针对每一部分操作内容ꎬ首先由授课老师详解

操作理论知识ꎻ然后带教老师在仿头模上进行示范

操作ꎻ接着住院医师在仿头模上进行独立操作练习ꎬ
同时带教老师进行巡视指导ꎮ 在学习和操作过程中

碰到任何疑问ꎬ学生可随时向带教老师提出并能得

到及时解答指导ꎬ整个培训课程采取开放式教学模

式ꎬ增强培训过程中的师生互动性ꎬ激发学生的自主

学习热情和提高实践操作能力ꎮ 在整个培训过程中

和训练结束后ꎬ教师会对学生的操作给予点评ꎬ同时

对共性问题给予集中讲解ꎮ 每一项训练内容都被安

排在一定的课时数内完成ꎮ 课程结束后ꎬ对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ꎬ收集反馈意见和建议ꎬ以便更好地调整

和改进课程ꎮ 此外ꎬ本研究将仿头模拟教学培训过

程进行全程录像ꎬ制作视频ꎬ上传自主学习平台ꎬ建
立数字化视频库ꎬ方便学生进行自主平台学习及复

习(图 １)ꎮ

图 １　 仿头模拟教学的实施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３　 讨论

近年来ꎬ仿头模拟教学大量运用于牙体牙髓病

学等口腔临床各学科的教学中ꎬ它不仅方便学生进

行反复临床操作练习ꎬ而且有效缩小了理论和临床

实践的距离[３]ꎮ 口腔修复的治疗操作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ꎬ对实践操作要求极高ꎬ学生需要经过亲自动

手操作ꎬ才能熟练掌握口腔修复这门技术ꎮ
仿头模不仅提供逼真的口腔环境ꎬ还可将仿头

模与临床牙椅相结合ꎬ使学生在进行临床操作培训

的同时更接近临床实际操作情况ꎬ有利于帮助学生

２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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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地适应临床工作ꎮ 学生在操作练习时面对的是

无生命的模拟器具ꎬ避免了因面对真实患者而产生

的紧张和害怕心理ꎬ可以轻松地在模拟模型上操作

训练ꎮ 此外ꎬ仿头模型还可以接受学生在操作中出

现一定的失误和不正确的操作ꎬ针对错误可以加强

练习ꎬ避免今后对患者造成医源性的损伤ꎮ 仿头模

在实现对患者口腔环境模拟的同时ꎬ消除了患者口

腔中的各种个体差别ꎬ有利于教师实施标准化的教

学和测试[４￣５]ꎮ 通过集中仿头模拟操作训练ꎬ住院

医师得以较好地理解相关理论知识ꎬ同时可在较短

时间内提高临床操作能力ꎬ对未来的临床工作有更

直观体会ꎬ为今后临床接诊患者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系统的技术培训使他们在临床初次接诊患者治疗操

作时更加自信ꎬ对于患者来说发生医源性损伤的概

率也更小ꎬ减少或避免医患纠纷的产生ꎮ
尽管仿头模拟教学对口腔修复学的临床实践教

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ꎬ但是也不能忽略

其局限性ꎮ 由于在口腔牙体组织上进行的修复操作

大多是有创的ꎬ具有不可逆性ꎬ对爱伤意识的培养显

得尤为重要ꎮ 而仿头模是无生命的模拟器具ꎬ操作

时不能与其进行有效的语言和肢体动作的交流ꎬ缺
乏患者就诊治疗时的反馈信息ꎬ培养学生的爱伤观

念较为困难ꎮ 一些学生在训练中对于仿头模的操作

随意性比较强ꎬ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位置和姿态ꎬ不把

仿头模当作真实有生命的患者看待ꎮ 因此ꎬ需要带

教老师在示范操作演示及学生操作训练中强调爱伤

观念ꎬ视仿头模为真实患者ꎻ并在上述过程中强调正

确的医患体位和良好姿态ꎬ训练正确的口腔器械使

用方法和口腔周围软硬组织保护ꎬ培养学生保护患

者的意识[６]ꎮ 另外由于课堂课时数受限ꎬ使得课堂

训练强度不够ꎬ学生对于每个技术要点难以完全理

解掌握ꎬ对大部分住院医师来说ꎬ其操作往往无法真

正达到临床要求合格的标准ꎮ 为此ꎬ本研究将仿头

模拟教学培训过程进行全程录像ꎬ制作视频ꎬ上传自

主学习平台ꎬ建立数字化视频库ꎬ方便学生课后进行

自主平台学习及复习ꎬ鼓励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不断

进行加强练习ꎬ反复进行模拟操作ꎬ针对不足进行专

门的指导训练ꎬ直到熟练掌握并考核合格ꎮ
仿头模拟教学在口腔修复教学中的应用旨在提

高教学效果和质量ꎬ远期效果有待进一步的调查评

估ꎮ 同时带教教师应该结合仿头模教学的优劣势合

理地进行课堂教学安排ꎬ适应未来的临床教学发展

需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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