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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总结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理念的混合式教学在《牙周病学》
本科生课程教学中的探索和经验。方法：教学团队通过深入学习 OBE 教育理念，寻找改革重点问题，重塑教
学目标，重构教学体系，开展以理论授课为主，辅以慕课、三维动画、案例教学以及小型研讨会等方式的教学
改革。结果：牙周病学课程改革激发了青年教师的创造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丰富了课程教学资源，使学生
学习效果显著提高。结论：OBE 理念在牙周病学课程教学改革中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教学团队将逐步深化
教改，建立立体化、多载体的课程体系，以培养具备岗位胜任力的应用型口腔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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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exploration and experience of blended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concept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al innovation of Periodontology. Methods: 
Teaching team searches for key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al innovation, reshapes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reconstructs 
the teaching system guided by OBE education concepts. The educational innovations are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oretical teaching, supplemented by the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three dimentional animations, case beased 
learning/problem based learning, seminar and other integrated methods. Results: Periodontology curriculum 
innovations inspire the creativity of young educators, stimulate the learning initiative of students, and enrich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resources,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effect. Conclusion: The concept of OBE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of Periodontology. The teaching team will gradually improve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form a three-dimensional and multi-carrier curriculum system, so as to cultivate the practical and 
qualified personnel e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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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牙周病学》是口腔医学中一门独立学科，与

口腔修复学、口腔种植学、口腔正畸治疗等有着密

切的关联 [1]
。本科教学是培养口腔专业人才的基础

工程，通过本科阶段《牙周病学》课程的学习，学

生应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较高的医学人文素

养，训练并养成临床思维习惯，掌握牙周病专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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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诊疗操作，并能妥善处理医患关系。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曾指出：医学教育是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医学院校必须培养新

时代具备救死扶伤的道术、心中有爱的仁术、知识

扎实的学术、本领过硬的技术、方法科学的艺术的“五

术”高水平医学人才 [2]
。牙周病的种类繁多，多数

情况下累及全口多颗牙齿，病情复杂，牙周病系统

治疗周期较长，对医师的理论基础、临床经验和诊

疗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因此，如何通过教学改革培

养学生高水平“五术”，使学生具备牙周病临床思

维，掌握临床操作技能，缩短理论教学与临床实际

之间的差距，使学生具备独立诊治牙周疾病的能力，

是牙周病学课程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

成 果 导 向 教 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理念是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又称目标

导向教育，给予学生自主性，强调以学生的学习成

果为唯一标准，追求学生的学习进步和能力获得，

注重能力导向与多元化评价，是一种完整体现“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3-7]
。

结合教育部对课程建设“两性一度”、全面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牙周病学课程教学团队将

OBE 教育模式引入到课程教学改革中，既是响应

教育部号召，提升课堂教学内涵发展、提升教育质

量的内驱力课堂革命，又能够有效解决牙周病学教

学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旨在培养具备岗位胜任

力的应用型口腔医学人才。本文就南京医科大学口

腔医学院牙周病学课程利用 OBE 进行教学改革中

的探索和心得进行探讨。

2 开展头脑风暴，认识亟待解决的

重点问题

牙周病学的临床操作性、与相邻学科的交叉性

较强，而教材描述较为抽象，学生反映牙周病学存在

一定难度，在医师资格考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

业考核中，牙周病学知识点也是学生容易失分点。通

过教学改革提升牙周病学的思政育人高度、提高学生

学习兴趣及学习主动性，从而熟练掌握牙周组织疾病

知识点，是需要教学团队深入思考的问题。教学团队

每季度开展研讨会，通过头脑风暴、要因分析等方法，

分析得出以下三点是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

1. 如何立德树人，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口

腔医学事业，热爱牙周病学专业。牙周疾病是影响

我国居民健康的口腔常见病和多发病之一。第四次

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成年人

各年龄组的牙周健康率低于 10%[8]
。随着我国进入

老龄社会，牙周病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担将日益严

重。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意识到我国牙周病的防治工

作任重而道远，提高牙周健康率是我们责无旁贷的

任务。 
2. 如何加强医学生临床技能和医德素养的培

养，落实“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应使学

生尽早接触临床实践，感知未来工作环境，熟悉医

院运行情况，了解医生的实际工作状态，学习与患

者沟通交流，培养学习兴趣、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

以及职业认同感。 
3. 如何提升牙周病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高阶性、

创新性和挑战度。本科阶段教育既旨在培养全科医

师，也承担着向社会输送口腔医学临床型和研究型

人才的重要责任。课程的高阶性和挑战度在提高整

体水平、挖掘高阶人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实

现牙周病学课程中素质、知识、技能的有机融合，

培养学生解决复杂临床问题的思维和综合能力。通

过改革创新，使牙周病学课程内容上具有前沿性和

挑战性，教学形式上呈现信息化和互动性，教学结

果上具备个性化和探究性。 

3 结合 OBE 理念，重塑课程目标

基于上述重点问题，教学团队意识到只有将

传统“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模式，才有可能从学生的学习需求、发展需求

着眼。OBE 教育模式更关注学生的能力产出，教

学目标是使学生在课程学习结束时达到一定的能力

要求；教学设计以学生知识、能力、素质达到既定

标准为导向；并且强调教学过程以学生的反馈为驱 
动。因此，教学团队认为应将 OBE 理念深植于课

程教学理念中，重塑课程教学目标。

1. 素质目标：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素 
养，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成为适应我国新时代医

学发展需求，具备一定创新精神和国际化视野的医

学人才。 
2. 知识目标：掌握牙周疾病的病因、病理、临

床表现、预后判断、治疗计划拟定、治疗、预防和

疗效维护的方法，牙周病与修复、正畸等相关学科

关系等。 
3. 技能目标：掌握牙周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技

能、牙周基础治疗的临床操作技能，熟悉常规牙周

手术的基本操作要点，具备独立诊治常见牙周疾病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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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组教学资源，优化教学组织实施

4.1 优化传统教学法，夯实理论基础

讲授式教学（lecture-based learning，LBL）以

教师授课为主的一种模式，是一种基础的教学模

式。教师是此种模式的主体，授课内容由教师选择

和准备，该模式可由教师把握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 [9,10]
，可以有效、正确引导学生理解并掌握关键

知识点 [11,12]
。此种教学模式适用于牙周病学基础理

论和知识的教学过程，通常在线下课堂教学中，讲

授理论知识中的重点及难点。授课老师讲解包括：

牙周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预后和治疗计划

的拟定、治疗方法、预防和疗效维护、牙周病与相

邻学科的关系等。

有机融入课程思政是专业课程教学革新的重点

和难点，针对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脱节，思想

政治教育元素的挖掘不准确、不深刻，课程思政讲

授缺乏体系性等问题，教学团队积极依据《牙周病

学》的教学目标，凝练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构建思

政课程体系、创新课程思政育人模式、丰富课程思

政教育资源。通过培养一批专业水平高、育人能力

强的课程思政骨干教师，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开展

课程思政教研活动及课题研究，提高教师思想理论

水平和教育能力；定期举办课程思政教学比赛等活

动，提高教师课程思政实践能力。教学团队还将通

过构建课程思政各项标准，促进资源建设和课程思

政育人过程的规范统一，主要包含：示范课堂建设

标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编写标准，课程思政教学

资源库建设标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标准、

教案编制标准等。制定年度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并

按教师分解任务，定期考核评价。

在教学中，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帮助

学生建立对患者的人文关怀，以口腔健康教育为手

段，加强医患沟通，教育学生行医先做人，和患者

之间要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

牙周病学专业知识教育的有机统一、巧妙融合，实

现专业课堂育人功能，润物无声，为学生系好走入

临床工作前的第一粒扣子，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价

值观和职业素养。

4.2 巧用信息化技术，突破教学时空限制

自 2020 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教育

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出现本土疫情期间，校区封

闭，暂停线下授课的情况，对于包括口腔医学在内

的临床医学类教育，对理论联系实际、实操能力训

练要求较高的课程教学效果影响巨大。封闭管理期

间，学生们无法使用专业设备、器材进行实操训练，

教师无法实时指导学生操作，而书本上的文字和插

图远不能满足实操的教学要求。

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

即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慕课学习者没有人数限

制、课程资源丰富、学习形式多样、师生互动无障

碍、学习过程可控性高 [11]
。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时

间自由地选择课程，并且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学

习情况，反复多次学习，使学习变得更加便捷和个

性化。团队充分利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等国内外

在线开放精品课程，丰富课程教学资源。同时学习“金

课”卓越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教学团队于 2019
至 2020 年精心设计、拍摄了《牙周病学》慕课，已

于 2021 年 9 月上线中国大学 MOOC 平台。教学团

队鼓励本校学生利用慕课资源进行线上预习，学习

效果可通过该平台反馈给任课教师，教师通过学生

反馈，调整线下教学内容及形式。授课教师在线上

进行答疑，方便及时解决学生课后复习的疑问。

针对学生学习反馈中提到的过程复杂、难以表

达的诊疗操作，如牙周探查技术、根分叉病变、食物

嵌塞、翻瓣术、双侧连续悬吊缝合技术等，课程团队

设计开发了三维教学动画，突破传统的图片静态教学

形式，通过可视化将抽象内容中许多难以理解的教学

内容变得生动，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能够更加

深刻地理解操作要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4.3 引入问题引导式教学、案例中心教学法

等教学模式，训练临床诊疗思维

问题引导式教学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模式与传统的以课程为基础的教学法有很大不同，

PBL 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主，利用案例创造逼

真的教学情境 [12-14]
，采取提问方法创造思考契机，

具有激发学生积极性、主动性的作用 [15-17]
。教学团

队组织撰写不同疾病相关的 PBL/ 案例中心教学法

（case-based learning, CBL）案例，组织学生学习

PBL/CBL 案例。学生对案例信息进行分析，提出

问题。课后学生对所提出问题进行文献检索，并绘

制思维导图、整理成幻灯片形式进行汇报。PBL 导

师把握课程的宽度和深度，及时对学生的观点进行

点评和引导。案例完成后，设置反馈答卷，切实让

每一个学生参与到案例与教学反馈中。

线下课程打破了传统的以教师讲授的单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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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通过丰富的临床病例的讲解，PBL、CBL 等

教学模式的运用，鼓励学生走上讲台，通过翻转课

堂教学形式不断训练学生的临床观察力、分析力、

思维力和判断力。

4.4 尝试研讨式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创新素质

医学专业课程的研究性训练是培养具有创新能

力新时代医师的客观要求，研讨式教学法对激发医

学生创新兴趣、提高科学研究素质、培养创新能力

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活学活用医学专业知识

的重要手段。研讨式教学法由教师针对重要知识点

或特殊病例进行选题，学生根据专题内容和教师要

求进行文献选择、精读后进行汇报，所有学生围绕

文献或病例报告开展讨论与交流，最后由教师做出

点评 [18-20]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牙周病学专业的

学习上分专题对知识点进行分类、侧重地学习和应

用。学生在选择、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可以主动学习

和查找问题，在汇报整理的过程中通过归纳和总结

而对专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此外，课程教学中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参与课

程相关内容的授课及知识拓展，开展国际课程教学，

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和学习，增强学生与国内

外知名学者交流，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

球视野”的卓越口腔医学人才。

5 基于 OBE 理念的混合式教学的

实践体会

团队深入学习 OBE 理念，针对重构后课程目

标，除上述的主要教学形式外，还通过小组讨论、

学术讲座、科研论文阅读、科技创新实践、社会实

践为一体的“全员、全程、全方位”教学模式深化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教学团队指导优秀学生进行创

新训练，完成多项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教学团队

带领学生深入社区，进行科普、口腔卫生宣教，制

作科普宣传作品。从学生的教学评价、课程反馈以

及访谈中可知，学生对综合运用不同模式的教学方

式普遍给予好评，学习效率显著提高。通过 2017
年至 2021 年五个学期的课程中发放的问卷调查显

示，学生对课程满意度及学习效率逐年稳步提升；

从南京医科大学教务系统对全体学生发放的教师评

价结果来看，牙周病学团队教师评教得分稳中有升

（表 1）。2021 年《牙周病学》课程被江苏省教育

厅评为江苏省首批一流本科课程。

牙周病学课程教学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增加

研究性、创新性、综合性内容，将体现前沿性与时

代性，将学术研究、科技发展前沿成果引入课程，

培养学生深度分析、大胆质疑、勇于创新的精神和

能力；进一步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的

深度融合，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与个性化学习。

逐步完善课程体系的系统性、整合性，优化课程设

置。在课堂教学中，深化互动式教学模式，提升学

生学习兴趣及自主学习动力，培养学生诊疗牙周疾

病时的全局 / 全身观，及复杂病例的多学科联合治

疗观念。

表 1 2017 学年～ 2021 学年教学效果评价结果

2017 学年 2018 学年 2019 学年 2020 学年 2021 学年

学生人数 117 115 98 99 108

课程满意度 89.65% 89.93% 91.65% 91.43% 94.32%

学习效率提升帮助 89.65% 89.93% 91.65% 91.43% 94.32%

教师评教得分 93.25 92.51 95.42 95.61 97.43

注：学生人数为五年制和长学制人数总和；教师评教得分为所有参评教师的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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