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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linical courses of oral medicine, endodontics is a course that fully integrates theory with practice.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it still primarily involves clinical internships and observation of instructors ‘operations.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fail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y lack th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which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linical thinking skills. The application of standardized patient teaching methods can provide more realistic consultation scenarios and 
a more objective evaluation system, showing good results in the training of dental pulp disease consultation skills. Therefo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s of standardized patients (SPs) in the training of dental pulp disease consultation skills, proposes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plans and suggestions,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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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口腔医学临床课程中，牙体牙髓病学是一门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相结合的课程。在本课程的临床实践教学中仍是以临床见
习、观摩带教老师操作为主。传统的教学方法，无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生缺乏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制约学生临床思
维能力的形成。通过标准化病人教学方法的应用，能够提供更加真实的问诊情境以及更加客观的评价体系等，在牙体牙髓
病问诊技能培训中有着较好的应用效果。为此，本文对标准化病人（SP）在牙体牙髓病问诊技能培训中的应用及效果进行
研究，提出相应的实施方案和建议，为这一教学模式的应用提供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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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简称 SP），又称

为模拟病人（Simulate Patients），指经过标准化、系统化培

训后，能准确表现病人的实际临床问题的正常人或病人。与

其他完整的测验方法不同，SP 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考试方

法，通常是许多临床能力评估方法中的一部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口腔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标准细则》对住院医师培训提出了详尽要求，明确了牙

体牙髓病规范化培训内容，即要在 6 个月内巩固好理论知识、

训练好临床技能，掌握牙体牙髓病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

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等要点，并且完成一定数

量的龋洞充填、树脂修复、根管治疗及根尖手术等工作。在

牙体牙髓病学教学中，问诊虽是诊断和治疗的基础环节，但

传统教学方法有很多局限性。而标准化病人教学手段能模拟

真实临床情境，给学生提供安全、可控的实践机会。因此本

研究探讨标准化病人在牙体牙髓病问诊技能培训中的具体

应用方案、评估其教学效果，为完善口腔医学临床技能培训

体系提供参考。

2 标准化病人（SP）在牙体牙髓病问诊技能
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2.1 创造高度仿真的临床实践环境
牙体牙髓病问诊技能培训中，标准化病人有着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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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教学价值，其核心优势是营造出高度仿真的临床实践环

境。而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多靠书本知识与教师讲解去理

解牙体牙髓疾病的临床表现，这种间接学习方式不易培养学

生面对真实患者的应变能力。且牙髓炎、根尖周炎等疾病的

典型症状，像疼痛特点、发作规律和伴随症状等关键临床特

征，标准化病人都能准确模拟。在这种模拟实践中，学生既

能锻炼病史采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又能培养对临床症状敏

锐的观察力。并且标准化病人还能设置不同年龄、性格、文

化背景的患者角色，这可帮助学生适应临床实践中的各种复

杂情况。这种沉浸式学习体验让学生进入真实临床前就建立

起充足信心和专业素养，从而有效缩短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

的差距。

2.2 提供客观的评价体系
教学评估视角下，标准化病人提供了传统教学方法难

以构建的客观评价体系。常规考核时，教师通常只能用书面

考试或者简单情景模拟评估学生问诊能力，这种评估主观性

和局限性明显。而标准化病人不同，其依据事先定好的标准

化评分量表，能从问诊内容、沟通技巧、专业判断、人文关

怀等多维度系统评估学生表现。每个评估项目操作定义、评

分标准明确，不同评估者之间能保持一致，还能依据学生具

体表现给予即时反馈。个性化指导让学生能及时发现并纠正

问诊问题，教师借助视频记录分析能更精准把握每个学生学

习进度与薄弱之处，给后续个性化指导提供依据。多元评估

机制提高了教学评价的科学性，也为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提供

可靠数据支持。

2.3 培养综合职业素养
在培养综合职业素养上，标准化病人有着独特的教育

价值。现代医学教育重视医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并且注重

其职业态度与人文关怀能力的塑造。牙体牙髓病诊疗时患

者往往疼痛明显且焦虑，因而对医生沟通能力与同理心要求

高。标准化病人能真实重现患者诊疗中的情绪反应与心理状

态，从而给学生提供处理复杂医患关系的实践机会。反复模

拟训练下，学生慢慢学会在关注疾病的同时，体察患者心理

需求，进而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理念，这种职业素养的

培养，提升了医疗服务质量，并且让学生未来执业时职业成

就感和抗压能力增强。长远而言，标准化病人所培养的综合

职业素养，对提升口腔医疗行业人文关怀水平和患者满意度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 牙体牙髓病问诊技能培训中标准化病人的
设计与实施

牙体牙髓病问诊技能培训要有效应用标准化病人，就

必须有系统化设计与科学化实施流程。与教学目标的实现程

度有关，且直接影响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和沟通技巧的培养效

果。完整的 SP 培训方案包括病例开发、人员选拔、专业培训、

实施应用四个关键环节且每个环节都要精心设计严格执行。

3.1 病例开发
SP 应用的基础工作是病例开发，在牙体牙髓病教学中

要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病例，如龋病、牙髓炎、根尖周炎等

常见疾病都需覆盖。病例设计应遵循由浅入深的原则，最开

始设置单一症状的简单病例，随着培训进展逐步增加病例

复杂度以模拟临床常见疑难情况，每个病例都要有详细病

史资料，主诉、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等要素不可或缺，

症状描述和情绪反应的标准脚本也要规范以便不同 SP 表现

一致。病例开发团队应由临床经验丰富的牙体牙髓病专家和

教育专家共同组成，从而使病例既有临床准确性又有教学适

用性。

3.2 SP 的选拔标准
SP 的选拔标准需要严格且明确。理想的标准化病人要

有不错的记忆力以准确记住并再现病例的各细节、较强的

表现力来通过语言、表情和肢体动作真实模拟患者的各种状

态；还需要具备基本的医学常识以理解所模拟疾病的病理生

理基础，稳定的心理素质也是重要选拔标准，要能适应重复

性的表演要求并妥善处理培训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选拔

SP 时，可通过情景模拟测试、记忆测试和心理评估等方法，

全面考察候选人各项能力。

3.3 专业培训
确保 SP 质量的关键环节是专业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

三部分：SP 要通过医学知识培训掌握相关疾病的临床表现

与诊疗流程；借表演技巧培训提升模拟真实患者的能力；靠

评估方法培训学会客观评价学生的表现。医学知识培训需要

重点讲牙体牙髓病常见症状特征，如自发痛、冷热刺激痛、

咬合痛等不同疼痛特点的区分。表演技巧培训的过程中，需

要指导 SP 把患者非言语信息准确呈现出来，痛苦表情、保

护性动作等细节都需要包含。评估方法培训需要统一评分标

准以减少主观偏差，培训方式可把集中授课、分组练习和模

拟考核结合起来保证培训效果。

3.4 实施应用

3.4.1 设计多样化的培训形式
应用阶段实施时，需要设计多样化的培训形式。一对

一模拟问诊是基础形式，完全依照真实诊疗环境，涵盖接诊、

问诊、检查、诊断和医嘱的全过程。小组观察讨论可设为进

阶形式，多名学生轮流问诊，其余成员观察记录，最后集体

分析评价。视频回放技术也可引入，借助录像回放助力学生

自我评估。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发挥指导作用，依据学生实

际表现及时调整训练难度与重点，共性问题集中讲解，个性

问题个别指导。

SP 问诊培训要完整就应形成闭环系统。教学目标需在

准备阶段明确并选好合适的病例与 SP；实施阶段要营造真

实临床氛围且严格依流程操作；反馈阶段要保证评价及时且

有针对性；改进阶段要助力学生总结经验并制定提升计划，

这四个环节循环不断以促使学生问诊技能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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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做好质量监控
保障培训效果离不开质量监控，要建立起定期评估 SP

表现的机制，通过专家抽查、学生反馈和视频分析等方法确

保 SP 模拟准确又稳定。同时收集学生培训反馈持续优化病

例设计与培训方法，还能建立 SP 资源库，记录每位 SP 的

特长和表现，以做到精准匹配。

标准化病人在牙体牙髓病问诊技能培训中有着明显的

效果，系统开发病例、严格选拔 SP、专业培训、科学实施

能充分发挥 SP 教学价值，让学生掌握问诊规范流程、培养

临床思维能力、提高医患沟通技巧，为日后临床工作打好基

础。随着医学教育不断发展，SP 在口腔医学培训中的应用

会更广泛深入，教育工作者需要不断探索创新应用模式。

4 标准化病人（SP）在牙体牙髓病问诊技能
培训中的应用优化建议

4.1 建立动态更新的病例资源库
要提升牙体牙髓病教学中标准化病人的应用效果，首

要是建立动态更新的病例资源库。很多院校的 SP 病例设计

内容单一且更新滞后，难以涵盖临床实践中复杂多变的病

情。所以应组建一个有临床专家、教育专家和心理学专家的

病例开发团队，定期收集临床典型和疑难病例，构建分类清

晰、层次清楚的病例资源体系。并且病例设计要注重症状的

多样性，常见病如典型牙髓炎、根尖周炎的标准症状要有，

非典型症状和并发症等复杂情况也需要设计进去。而且每个

病例要配详细的培训手册，诸如病史脚本、症状要点、情绪

反应指导和评分标准都需包含。此外，还需要建立病例更新

机制，按临床诊疗指南的更新和教学反馈定期修订完善病例

库，使教学内容和临床实践同步。这种系统化、专业化的病

例资源建设能给 SP 培训提供稳固的教学基础。

4.2 加强培训的专业化与标准化
提升标准化病人应用效果的关键在于加强其培训的专业

化与标准化。当下 SP 培训常存在培训周期短、标准不统一

的情况，从而影响模拟真实性和评价客观性。所以需要制定

详细的SP培训大纲与考核标准，培训内容包含医学基础知识、

表演技巧、评估方法三大模块，且牙体牙髓疾病的病理机制

和临床表现特点应作为医学知识培训的重点讲解内容，以便

让 SP 能准确把握所模拟疾病本质。表演技巧培训的过程中，

需要注重细节，如疼痛表情、保护性动作、语言表达这些方

面的技巧都需要进行准确把控，以保证症状模拟真实且一致。

评估方法培训要统一评分标准和反馈方式来减少主观偏差，

培训应把理论授课、示范演示、分组练习和考核认证相结合，

确保每个 SP 达到教学要求。并且需要建立 SP 持续培训制度，

定期组织复训和经验交流以保持其专业水准，规范化的培训

体系能让 SP 教学质量和评价信度显著提升。

4.3 创新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
要让标准化病人发挥最大教学价值，创新教学模式和

评价体系很重要。传统的标准化病人的应用大多局限在单一

模拟问诊环节，其教学潜力未被充分挖掘。所以，需要探索

将其与其他教学方法有机结合构建多元化教学模式。如将标

准化病人和模拟诊疗系统相结合，在问诊后接上临床检查环

节以形成完整的诊疗流程训练。引进虚拟现实技术创设更多

临床场景，让教学更真实、更有沉浸感。开发移动端学习

平台，方便学生随时回看标准化病人问诊视频并自我评估。

在评价体系方面构建多维度综合评价系统，把标准化病人评

价、教师评价、同行评价和患者满意度调查结合起来，全面

衡量学生问诊能力。同时，建立长期追踪机制，根据毕业生

临床表现反馈验证，并优化标准化病人培训方案，这样就能

让标准化病人的教学效益最大化，培养出更符合临床需求的

口腔医学人才。

5 总结

SP 能对临床环境进行一定程度的还原，能够较为有效

地提高教学效果，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学资源匮乏的局

势。通过标准化病人（SP）在牙体牙髓病问诊技能培训中

的应用，能够创造高度仿真的临床实践环境，提供客观的评

价体系，培养综合职业素养，提高问诊技能培训质量以及学

生的满意度。为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优势和效果，在标准化病

人（SP）的具体应用中，需要建立动态更新的病例资源库，

加强培训的专业化与标准化，创新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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