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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egan. This transformation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oral	medical	 technical	personnel.	School	for	the	industry	to	cultivate	post	
competence of oral technicians,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ral medical technical personnel, already is not only the 
cultiv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skills,	more	is	 to	pay	attention	to	its	 ideological	quality	and	moral	
accomplishment,	which	requires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ideological	element	run	everything	quietly	fus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subtly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humanistic	qual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tomatology techn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stomatology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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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教学的实施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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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为顺应时代发展和行业需求，开始数字化转型。这一转型对口腔医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更高要求。学
校为行业培养岗位胜任能力强的口腔技师， 促进口腔医学技术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早已不仅仅是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技能
的培养，更多的是要注重其思想品质和道德素养方面的增强，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将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地融合
于专业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加强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论文通过对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课程及专业特点的分析，探讨思政元
素融入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教学的方法和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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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进一步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教育部印发的《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教高〔2020〕３号）

明确指出，学校教育是课程教育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检验所

有高校实际工作中取得成果的基本标准。在目前的口腔医学

技术教学方面，老师教学的关键内容通常是进行实践技能与

专业知识方面的教学，学生学到的主要是专业层面的知识，

而高职口腔技术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备较好专业素养的综

合实用型口腔人才。因此，学生需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同

时需要持续对相应的知识构架理念进行完善和不断更新。

近年来，口腔技术产业已经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开始

了数字化转型。这一转变改变了口腔医学技术在口腔临床实

践中的地位。口腔医学技术从业人员的职位往往是多样化

的，从单一的维修系统到器械生产、植入物引导板设计、产

品技术维护、椅侧技术辅助以及科研助理 [1]。这一变化使口

腔技术人员能够更多地参与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制定，拥有更

好的工作环境、更轻的劳动强度和更强的专业认同，同时也

满足行业对人才的更高要求 [2]。口腔技术专业的学生能不能

在技术与材料不断更新的环境中，维持与行业需求一致的专

业水平，和其是否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否掌握科学措施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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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密切联系。

2 以就业作为导向，以明确口腔医学专业的
思政教育目标

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主要培养从事口腔修复体和矫治器

的设计、生产、技术研究和开发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学

生的培养目标需包含素质、能力与知识等目标。学生培养包

含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核心目标，以及在专业教学中适合

于行业需要的“工匠精神”。

在修订口腔医学技术课程标准时，应明确课程的思想

政治目标，并将教育目标逐步渗透到专业课程之中。在编制

课程标准时，专业课程老师不但需要让学生掌握口腔专业知

识，还需借助典型人物事迹与社会事件，以提升学生自身的

格局和理念，并对学生的品格、道德与爱国观念进行培养，

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职业抱负。职业素养是个体在进行社会

活动时需具备的岗位能力与需遵循的行为准则，包含团队精

神、职业技能与职业道德 [3,4]。

3 口腔医学专科教育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安
排与实施

3.1 修订完善课程的教学大纲
在系统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要进一步增强课程思政

的意识，明确思政育人目标及实现途径，通过协调处理专业

教学与思政育人间的关系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目标，遵循口腔

医学技术人才成长规律。联合专业课程规律和特征，营造更

好的课程思政育人的氛围与环境。

其一，在进行德育时需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相结合，

利用价值引导与专业知识教学，以整体培养学生的信念、理

想和价值观。《牙科解剖学形态和功能》课程作为口腔医学

技术的专业基础课程，在设置教学目标时需把思想教育渗透

到课程之中。进一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以更好地把专

业知识教学和思政教育联合在一起。其二，将实际项目实践

当作媒介，将社会实践教学当作路径，联合专业课程教学，

持续提升教学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利用相应的实践与教学措

施，让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更好地拓展医学技术学生的思

维视野 [5]。

3.2 丰富口腔医学技术课程的思政资源 
对于课程思政发展的范围与内容，《高等教育课程思

想政治建设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重点包含以下几点，即

中国优良传统文化、职业理想和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理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宪法和法治 

教育 [6]。 

口腔医学技术课程的教师需重视弘扬中国优良传统文

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结合社会热点或文化现象、典

型人物事迹，贯彻到专业素养、奉献与规范之中。专业课程

教师应更好地运用丰富的教育资源，进一步满足学生差异化

与个性化的成长和发展的需要。

3.3 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在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实践建设的过程中，借助改革

课程教学，在优化专业课程教学的基础上，挖掘渗透课程思

政资源，不断丰富教学形式和手段，增强课堂教学的情境化、

直观化、互动化，更好地助力学生个性化、自主学习。第一，

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课程教学是进行思政教育的关键途

径，亦是促进思政课程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载体。对课堂教学

进行深化改革，打造集思政理论课程、综合实践与专业课程

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体系，从而调整改革课程目标、授课内

容、授课方式，提升课程感染力与吸引力，尽可能达成“技

术 + 教育”的结合，润物无声。

3.4 完善口腔医学技术课程思政育人评价体系
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重点是教师的教学情况和学生的

学习情况，也就是在专业方面，对学生自身的不足、思政

素质发展状态等进行动态评定，以掌握课程教学设计、实

行、支持与成效的详细状况及存在的不足，体现课程教学在

目标设定、内容选择、相关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推动创建、

改革与目标的达成。在该条件下，结合口腔医学技术课程教

学自身特征，重点着手于教学与学生学习两个层面，不断健

全课程思想教育的评价形式与措施，对学生本身的思政素

质发展进行重视，利用课程思维对教学进程开展客观与整体 

评定。

将过程评价当作思政学习评定主体，结果评价作为辅

助，学生的实践培训、学习行为与课堂表现作为评价观察点，

探索质量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注重项

目教学的过程性评价，由多个维度对学生表现进行分析与记

录，尽可能精准地展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变化。在课堂教学

过程中，结合学生课堂表现、实训作品、实训报告总结等，

作为学生评价的阶段性成绩。过程性评价可以作为老师对思

政教学进行反思的关键依据。

3.5 具体实施
“课程思政”的内容以各种形式渗透到课堂和课外活

动中。讲解具体知识点时，充分联系与其相关的代表性临床

案例、学术背景与特殊事件，可以帮助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调动学生积极性，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的课程知识并对内容

进一步对探索与深化。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科学态度等思

政元素的教育和口腔医学专业课程的教学有很好的协同效

果（见图 1）。

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的核心，主要包括牙科解剖和形态

学，固定义齿修复技术、可拆卸义齿修复技术，全义齿修复

技术，牙科解剖和形态学是口腔医学技术最重要的基础课

程，它包括三个主要模块：乳牙和恒牙解剖形态，雕刻三倍

大和双大石膏牙，蜡塑造的牙齿，课程经过大量的实践训练

练习，培养学生的专注、耐心和坚持的专业精神，牙科形态

的实践需要精确误差到 0.02mm，通过反复操作，反复修改，

可以培养学生卓越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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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义齿修复技术是口腔医学技术学生的核心，主要

教授口腔常见牙缺损、牙缺损等临床问题的固定义齿修复方

法和过程修复系统，教师努力将修复设计与课程思想教育、

生产知识进一步联合在一起。在进行固定义齿实践教学时，

教师应充分借助数字化修复设计系统，对学生的工匠精神进

行培养，让学生把理论知识变成自身职业能力，增强其专业

使命观念，建立专业价值理念。

《可摘义齿修复工艺技术》主要讲授牙体缺损时应用

可摘义齿进行修复的适应症选择、临床处理及修复工艺方

法，是学生未来在口腔修复体制作就业岗位必须接受的真实

的工作任务。授课过程中教师应利用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方法

讲授各种常见可摘义齿的制作方法与步骤并正确规范操作，

结合思政元素中的职业精神和劳动元素，通过分组协作培

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使学生操作中培养责任使命感和工匠

精神。

全口义齿修复技术是为无牙患者修复系统工程，教学

教师应充分结合临床，让学生了解无牙患者的生理功能变

化，培养学生的爱损伤意识，明确责任，充分挖掘课程严谨

的现实意识要素，结合专业知识，形成学生的耐心、细致、

敬业、严肃的专业精神 [7]。

4 结语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与基地，口腔医学技术老师的

责任和初心是为国育才、为党育才。老师需进一步通过专业

课程教学，把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贯彻到口

医医学技术学生的各个环节，将“思想政治”要素渗透到专

业课程之中，就如“盐”融于“水”，实现德育和智育并举

的育人模式。将专业就业当作导向，让口腔医学技术与思想

内容互相融合与促进，让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价值与人生理

念 [8]，切实有效地践行课程思政，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为

服务区域企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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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课程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