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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教育中提高医学心理学的实践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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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医疗制度的日益完善、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人文素养在口腔医学生培养过程中也显得愈发

重要。通过医学心理学的学习,口腔医学生不仅能在人文素养方面有所提升,还能为日后的临床工作积累实践

经验。然而现阶段对口腔医学生的医学心理学教学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该文就现阶段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从提高课程实用性和积极调整教学模式两方面探讨在口腔医学本科教育中增强医学心理学实践性的

可行办法。
[关键词] 口腔医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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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ystem
 

and
 

medical
 

technology,humanistic
 

qualit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ducation
 

of
 

stomatology
 

students.By
 

learning
 

medical
 

psychology,
stomatology

 

student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ir
 

humanistic
 

quality,but
 

also
 

gain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ir
 

future
 

oral
 

clinical
 

work.However,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the
 

practice
 

and
 

the
 

theory
 

of
 

medical
 

psychol-
ogy.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medical
 

psychology
 

education
 

in
 

this
 

stage,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to
 

enhance
 

the
 

practice
 

of
 

medical
 

psychology
 

in
 

stomatology
 

education
 

from
 

the
 

both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practica-
bility

 

of
 

medical
 

psychology
 

lessons
 

and
 

adjusting
 

the
 

model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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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生物医学模式正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逐渐

转化,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口腔医生的责任不仅仅局

限在治疗疾病本身,还包含针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相

应的心理干预。在口腔诊疗过程中,出于对手术的未

知、对疾病本身的恐惧等原因,患者常常会出现紧张、
焦虑等情绪,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患者对治疗的依从

性,影响治疗效果[1-2],此时通过一定的心理干预可以

有效缓解消极心态,利于患者康复[3]。这就要求口腔

医学生在临床工作之前掌握相应的心理干预能力,在
学习过程中了解口腔诊疗时患者可能出现的各种情

绪,以及相应的疏导策略[4]。在现阶段口腔医学本科

教育中,医学心理学是口腔医学生的必修课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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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多数口腔医学生并不能很

好地将其运用到之后的临床实习和工作中。本文从

医学心理学对口腔医学生的重要性出发,分析医学心

理学课程现阶段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探讨在口腔医学

本科教育中增强医学心理学实践性的有效策略。
1 医学心理学在口腔临床中的重要性

  对患者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是口腔临床工作中

必不可少的内容,无论是儿童乳牙拔除时与患者的言

语、肢体交流,或是肿瘤修复重建、正颌外科手术前与

患者和家属的沟通[5],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到心理

干预。口腔医生通过医学心理学的运用,可以有效缓

解患者的恐惧心理,从心理上减轻患者痛苦[6]。目前

心理干预在临床的运用大致分为教育性心理干预疗

法、音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和自我效能干预疗法。
在以往的临床试验中,对口腔颌面恶性肿瘤患者、深
龋患者、患有高血压的牙髓炎患者、正畸患者分别运

用上述4种干预方法,结果都表明,心理干预能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患者的疼痛,减轻患者的焦虑,增加患

者治疗过程中的依从性进而改善治疗效果[1]。同时,
对家属适时的心理干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增加

患者治疗依从性等积极作用。此外,医生本身在治疗

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也会对治疗过程及患者感受产生

影响,这就要求医生本身具备一定的心理学基础,能
对自己的心态适时做出调整。因此,口腔医生在临床

中对医学心理学的应用对象不仅涉及患者本身,也包

括患者家属及医生自身,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引导

患者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焦

虑与痛苦[7]。
2 医学心理学在口腔医学本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1 以实践为主的课程目的与传统教学体制之间的

矛盾

医学心理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要求学生将理论

知识运用到临床实践,但大多数医学心理学的教学体

制仍以单纯的知识点记忆为主[8],闭卷考试的考核形

式让学生多以应试心态面对该学科,往往处于被动学

习的状 态,忽 略 了 医 学 心 理 学 学 习、应 用 的 重 要

性[9-10],缺乏对医学心理学在临床应用的主动探索与

实践。学生没有真正将所学内容学以致用,而医学心

理学在个人知识体系中未能与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

内科学、口腔修复学、口腔正畸学等专业知识(简称口

腔专业知识)交叉融合,导致在未来临床工作中面对

需要心理干预辅助治疗的患者时,很难及时将学科理

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难以满足患者的身心需

求,从而影响治疗效果,甚至为医患纠纷埋下隐患。
2.2 医学心理学背景的执教教师大多缺乏口腔临床

工作经验

多数担任医学心理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不直接参

与口腔临床工作[11-12],难以做到将临床知识和医学心

理学在教学的过程中相互渗透。以笔者所在的口腔

医学院为例,本门课程主要由心理卫生中心的心理学

专家进行授课,一定程度上的专业受限导致授课教师

在口腔临床方面的经验相对缺乏,因而很难将其与医

学心理学结合成有机的整体传授给口腔医学生。同

时,缺乏直接临床经验的学生在接受知识时,也不易

将两者很好地融会贯通,进而难以有效地将其运用在

之后的临床实习与工作中。
3 医学心理学在口腔医学本科教育中发展方向的

探索

  现阶段医学心理学在口腔医学生本科教育中普

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教学体

制仍以应试为主,另一方面是因为执教教师相对缺乏

口腔临床工作经验。就这两方面问题,笔者提出了如

下几条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改革建议,见图1。

图1  医学心理学教学在本科教育中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3.1 增强课程实用性

现阶段普遍使用的《医学心理学》第7版教材中,
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应激的分类、精神分析学派观点

等内容,这些内容理论性较强且在日后临床工作中应

用机会相对较少[13],所以在医学心理学教学过程中,
前述内容应简略介绍而不耗费过多课时,把更多的课

时留给临床实用性较高的教学内容,这样更有利于增

强课程实用性[14]。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医学心理学在临床中的应用,部分学校在教学方法上

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创新,例如角色扮演、体验式教学、
心理剧和翻转课堂等[15-16]。另外,在《医学心理学》教
材中,大部分内容局限在研究患者的心理状态,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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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针对医学生自身面对患者

时可能出现的各种负面心态进行分析,并带领学生一

同探究如何调节此类心态,从而引导学生有意识地以

积极的心态面对患者。
3.2 鼓励学生在临床实习中运用医学心理学知识

目前口腔医学本科教学中,学校一般都会安排定

期的临床实习,但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大部分学生只

是单纯地加强手部技能和口腔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
往往很少有学生能将医学心理学应用到临床实习中。
因此,引导学生在临床实习中积极运用医学心理学知

识[10],通过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的结合,让学生进一

步理解和掌握医学心理学的应用,不仅弥补了医学心

理学实践性不足的问题,还提高了学生对于医学心理

学课程的理解。同时,学校还可以请具备心理干预经

验,且持有心理学相关资格证书的口腔临床工作者对

学生临床实习进行指导,这样将更有利于学生深切体

会如何在实践中运用医学心理学,激发他们在实习过

程中不断探索心理干预的好方法和新方法。
3.3 积极调整考查模式

目前在校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大都以闭卷考试的

形式进行期末考核,这虽然促进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

主动巩固,但对于医学心理学这类应用性较强的课程

而言,闭卷考核可能会让学生误将重点放在对教材内

容的死记硬背上,而忽略对该门课程的灵活应用。因

此,可以采用开卷闭卷结合的考查方式[17],对于书本

上极重要的、在未来临床工作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内容

采用闭卷考核,将另一部分考查重心移至学生对医学

心理学的理解思考与探究上。例如撰写探究医学心

理学在口腔临床方面应用的论文,类似的考查形式能

让学生跳出书本中理论知识的局限,积极探索该学科

的临床应用,促进理论向实践的有效转化。
3.4 将医学心理学融入至口腔专业课教学中

医学心理学从理论到实践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

累,然而1个学期的医学心理学课时往往很难完成此

经验的积累。因此,可以考虑将医学心理学适当融入

至口腔专业课教学中,使学生在学习口腔专业课的同

时体会到医学心理学在口腔临床工作中的应用[10]。
口腔医学本科教学中,高年级口腔专业课一般由具备

丰富临床经验的教师执教,因此在介绍病例等教学过

程中,适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心理干预方法会更有利

于学生重视医学心理学在临床中的应用,且能够在口

腔专业课中逐渐积累医学心理学的应用经验,为日后

在临床工作中灵活应用心理学知识奠定基础。同时,
在具体案例背景下的教学,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运
用医学心理学[9]。
3.5 引导学生长期、自主探索医学心理学的理论及

应用

既然医学心理学应用是一个长期经验积累的过

程,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学生主

动性不够,那再优越的教学环境也无法有效帮助学生

提高该学科的理论实践能力。因此,在医学心理学的

教学中,应当把激发学生学习、实践医学心理学的主

动性放在教学目标的首位,通过各种案例让学生体会

到医学心理学与其未来的临床工作密不可分,进而使

其以主动的心态在课堂中、课堂外学习并实践该门课

程,引导学生充分挖掘生活中有关医学心理学应用的

各类信息资源[18]。同时,由于不同年级学生对医学心

理学在临床中的运用有着不同的理解与看法,学校可

以定期开展经验交流座谈会,不仅能带动较低年级的

医学生由浅入深地了解医学心理学的临床实践,还能

提供创新性运用医学心理学的新思路,真正做到自主

学习、长期探索、积极实践。
综上所述,社会对口腔医学临床工作者的人文关

怀素养有了更高的要求,患者的心理状态逐渐成为口

腔疾病治疗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然而在口腔医

学本科教育中,医学心理学教学缺乏实践性的现状导

致医学生缺少将心理学理论知识投入实践运用的能

力,影响其日后在临床工作中对患者的心理疏导。因

此,必须重视医学心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尝

试与探索以学科融合和学生自主性学习为代表的改

革方向,在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让医学心理学

的教学过程从课堂上的刻板教学向长期探索、积极实

践的主动学习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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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教学法在研究生高级病理生理学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王居平,高 洁,彭 慧△

(右江民族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广西百色
 

533000)

  [摘要] 目的 探索Journal
 

Club教学法在研究生高级病理生理学教学中的实施效果。方法 选取该校

2017级39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采用Journal
 

Club教学法培养其科研素质。教学结束后,采用问

卷调查测评在此教学方法下研究生语言表达能力、文献归纳整理能力、文献阅读量、英语阅读能力等项目评分。
结果 通过Journal

 

Club教学法,研究生以上项目评分均有明显提高。结论 Journal
 

Club教学法是培养学术

型研究生科研素质和能力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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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
 

Club译为杂志沙龙,最早是由一群医学

工作者发起的定期聚会,其目的是评论近期发表的科

学论文。Journal
 

Club的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
以期刊为导向的形式;(2)以主题为导向的形式;(3)
以证据为导向的形式。Journal

 

Club具有以下优点:
(1)帮助科研人员提高评论文献的技巧;(2)促进循证

医学的发展;(3)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4)
促进科研人员的交流;(5)为科研人员提供持续的医

学教育;(6)通过讨论,促进科研人员对最新研究热点

的理解[1-3]。高级病理生理学是许多高等医学院校研

究生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其理论性强、知识抽象。
本研究主要探索了Journal

 

Club教学法在高级病理

生理学中的应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7年9-12月本校2017级39名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18名,女21名,年龄

23~35岁。授课教材选用李桂源主编、人民卫生出版

社出版的《病理生理学》(第2版,供8年制及7年制

临床医学等专业用)。文献汇报规则:(1)文献选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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