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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腔修复学以往的教学过程中#通常采用传统的文字和

平面图形来表达和传播物体特征形态#这种教学手段的局限性

在于信息的获得者无法或者很难获取完整的形态学信息#使得

整个过程难以达到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在实验中选择性使用

多媒体课件对形态及抽象的内容进行演示性教学#相关视频使

教学内容更加丰富*直观*生动)在实验教学中#学生对口腔牙

体*牙列形态不再陌生#提高了学习效率#增加了操作机会#减

少了教师劳动强度#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7*

(

)因此合理应

用多媒体教学#可以从视觉*听觉两方面去调动学生的认知模

式#通过表达实体的真实外形和多角度观察的特点#不仅秉承

了多媒体的各项优点#而且加强了图形*图像的形象性和生动

性#同时提供了模仿现实情形#从而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教学氛

围#提高了教学质量)因而通过各种信息$文字*图像图形*视

频以及动画&整合#建立口腔修复学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

(

#增强

教学的实效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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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B'B

!

主要材料及仪器
!

日进齿科材料$昆山&有限公司提供的

仿真头模自带上下颌模型$简易型头模用标准模型
"P%$O7

P))27WT.

&*右下颌第一磨牙$牙体预备用牙
*B2P2#7&))7

*B

&*牙科手机$日本
#.Y

公司
T2#27-8NT2̂ 7DW-(

&*金

刚砂针$日本马利公司
D$7%&

#

D$7%*

#

$)&P

&*藻酸盐印模$登士

伯翡翠印模材料&*一次性上颌印模托盘*一次性口腔检查盘*

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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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修复学数字化教学资源库的初期建立'

P7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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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修复学数字化教学资源库的模块构成
!

数字化教

学资源库中的素材是传播教学信息的基本材料单元#常用的主

要模块有!文本素材#图形"图像类素材#音频*视频类素材#动

画类素材#案例库*课件库*文献资料库#常见问题解答#资源目

录索引等)目前教研室主要致力于前期开发工作#即口腔修复

的图形"图像类素材#音频*视频类素材#动画类素材的收集与

制作)

B'C'C

!

口腔修复学数字化教学资源库的内容
!

教学资源库的

内容包括教师的教案和讲义#临床病例及分析#口腔修复相关

的历史及前沿知识等文献资料#常见口腔修复的形态图片#患

者照片等图片资料#常见口腔修复的动画类资料以及其他相关

资料)然而口腔修复的形态图片*患者照片等图片资料是需要

一个积累的过程#现有的资料还不足以涵括所有口腔修复的知

识内容)

B'C'D

!

制作上颌印模制取及右下颌第
%

磨牙金属全冠预备的

视频#由专业教师亲自示范操作并录像#视频的采集除了配备

相应的输入设备$如摄像机*放像机等&之外#比较重要的就是

视频采集卡$或采集压缩卡&和视频采集软件程序)视频采集

卡是根据高速率下捕获不丢帧的能力来划分等级的#较高的速

率会带来较好的影像质量)如使用一般的速率#为了提高多媒

体网络课程中视频图像的质量#同时还能够保证视频文件足够

小#视频采集的速率最好在每秒
%)

$

%P

帧之间来选择#这样视

频图像的质量和平滑度都不会影响教学的效果'

1

(

)修复操作

视频!存储格式为
J?6

*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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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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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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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数据都要

制作成流式媒体格式#语音采用标准的普通话配音)

B'C'E

!

目前把这
&

个视频放在教学实验室内部局域网上#并

由实验室教师组织学生观看其内容#暂不允许学生自行观看或

拷贝)以后将逐步完善归纳总结#待资源内容积累到一定程度

后#对其进行编辑*分类后#再上传至学校的网络平台上#并提

供学生内部下载)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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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修复学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应用

B'D'B

!

学生分组
!

随机从本科第
*

年的学生中选取男女生各

&)

名#这些学生均未学习或接触过任何口腔专业知识)将男

女生各随机分成
2

*

!

组#每组
&)

人#男*女生各
%)

人)

B'D'C

!

分组教学
!

学习上颌印模制取!

2

组在理论课与实验

课中#教师讲授课本及简易幻灯片和教师在仿真头模上讲解演

示)

!

组在理论课与实验课中#教师讲授课本及简易幻灯片和

观看上颌印模制取的视频及动画)学习右下颌第一磨牙金属

全冠预备!

2

组在理论课与实验课中#教师讲授课本及简易幻

灯片和右下颌第
%

磨牙金属全冠预备的视频及动画)

!

组在

理论课与实验课中#教师讲授课本及简易幻灯片和在仿真头模

上讲解演示)

B'D'D

!

效果比较
!

()

名学生分别进行上颌印模制取*右下颌

第
%

磨牙金属全冠预备的考核#两个项目各由同一名老师打分

进行盲评)评分标准参照0口腔医学实验教程附册1

'

+

(

)

印模制取评分标准!评价项目为实验报告#总分
*)

分)评

价项目细则分为椅位调整*口腔清洁$

P

分&#托盘的选择$

P

分&%制取模型$

%P

分&%印模完整性检查$有无气泡等&$

P

分&)

后牙$

"B

&金属全冠牙体预备评分标准!分操作规范性$

&)

分&和实验结果$

+)

分&两个部分)操作规范性的评价项目有

体位*术式*支点$

B

分&和牙体预备$

%(

分&)体位*术式*支点

细分为仿真人头模体位调节$

&

分&#手机的握持$

&

分&#支点的

放置$

&

分&%牙体预备细分为预备颊舌侧轴面$

*

分&#预备邻面

$

*

分&#磨除牙合面$

*

分&#预备颈部边缘$

*

分&#修整$

&

分&)

实验结果的评价项目为牙冠形态#细分为颊面$

&)

分&#舌面

$

&)

分&#牙合面$

&)

分&#外展隙$

&)

分&)

B'E

!

统计学方法
!

对两组数据分别使用
.T..%%')

软件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

9547J8

I

2#fc2

&#检验标准为
8[)')P

)

K

#

)')P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上颌印模制取得分表明
2

*

!

两组在不同教学方式下#学

生掌握知识程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P

&)在上颌印

模制取教学中#利用口腔修复学数字化教学资源库让学生通过

多媒体资料学习比传统教师演示有更好的效果)同样右下颌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第一磨牙金属全冠预备中#

2

*

!

两组学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K

#

)')P

&#通过多媒体资料学习比传统教师演示有更好

的效果)

D

!

讨
!!

论

在口腔修复学以往的教学过程中#传统的文字和平面图形

让信息的获得者无法或者很难获取完整的形态学信息)在实

验中选择性使用多媒体课件对形态及抽象的内容进行演示性

教学#相关视频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直观*生动#使学生对口

腔牙体*牙列形态不再陌生#提高了学习效率)口腔修复学数

字化教学资源库的应用选择的是口腔修复学实验操作中最基

本#且方便评分的两个项目)评分细则参照0口腔医学实验教

程附册1#具有极高的可行性及易操作性)

另外实验对象选择的是未进行过任何口腔专业课训练的

学生#以保证实验的真实性#减少实验对象自身因素对实验结

果的影响)同时在实验过程中#采用随机分组)授课时#课堂

授课
2

*

!

组同一内容均由同一名教师授课)同样#评分时同

一名教师盲评同一个项目#以保证实验的公正性)

在上颌印模制取的实验教学中#

2

组采用的传统教学方

式#而在右下颌第一磨牙金属全冠预备的教学中#

2

组通过多

媒体课件进行学习)在上颌印模制取中
2

组代表的传统教学

方式效果不及多媒体课件教学#而在右下颌第一磨牙金属全冠

预备的学习过程中#

2

组进行多媒体课件教学#比
!

组的传统

的教学有更好的效果)说明
2

*

!

两组学生自身因素对本实验

无明显影响)

本实验只选择了口腔修复学中两个较为简单基础的课程

进行研究#但是已经充分说明了口腔修复学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可以使学生在对于口腔各种形态学问题的理解学习有更加生

动形象的认识)可以为学生打下更扎实的形态学的基础#使学

生对于更深入的学习有良好的准备和兴趣)

因此建立口腔修复学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合理应用多媒体

教学#通过表达实体的真实外形和多角度观察的特点#加强了

图形*图像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提供模仿现实情形#以增强教学

的实效性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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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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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教学的目的不

仅是提高学生
O!-

相关知识的水平#转变态度观念#掌握

O!-

的方法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能应用
O!-

于临床实

践中#提高临床决策水平#最终使患者受益'

%7&

(

)内分泌代谢病

学科是专科特色较强的一门学科#是目前
O!-

研究最多的学

科之一)以往应用常规教学方法#实习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

较低#知识掌握和动手能力差)有研究显示#在临床见习中引

入
O!-

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获取

O!-

证据的能力#提高了教学效果)本研究通过运用循证教

学理念指导学生进行临床实习教学#以期探讨其对学生学习行

为*临床实践能力的影响)

B

!

方
!!

法

对
&))A

$

&)%)

年临床实习生进行随机分组的对照研究)

根据临床实习生轮转安排#采用随机数字法按实习轮次进行随

机分组)常规教学组$

#[()

&沿用现有临床实习带教模式%循

证教学组$

#[*+

&在每一轮实习的第
%

天首先进行
O!-

理论

的教学#以后每周下午
*

次循证教学#提出在内分泌科临床实

习中的要求和准备工作#然后将实习学生分入每一个临床教学

小组中分管临床患者#根据自己分管的临床患者的病史*体格

检查和辅助检查结果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进行文献检

索*查阅资料和专家咨询等方法获取针对该患者诊疗问题最好

的临床研究证据#结合患者实际情况提出自已对下一步诊疗工

作的建议#在实习小组中每周进行
%

次教师指导下的病例讨论

后有选择地将讨论结果应用于临床患者并观察实施效果)具

体方法如下)

B'B

!

理论学习阶段的教学方法
!

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

法#对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症*肾上腺疾病*甲亢等内分泌疾病

进行诊断*危险性评估和治疗流程确定#其后主要由教师提供

研究证据#进行临床病例讨论式教学)基本步骤!$

%

&由教师提

供模拟病例$通过多媒体*投影或
f/"

*网络等形式完成教学

课件的制作&%$

&

&让学生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

*

&教师提供

所查寻的相关临床研究证据%$

(

&师生共同评价研究证据的真

实性*临床重要性#最后结合病例具体情况将证据应用于该病

例的治疗)

*%)*

重庆医学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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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A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