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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以《口腔正畸学实验》——临床检查和模型测量部分为例，探讨疫情下特殊时期线上数字

化实验的教学的实施效果。方法：以2017级和2018级口腔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生为研究对象。2017级
参加线下实验课程，作为线下组；2018级因受到疫情影响，参加2022年口腔正畸学线上数字化实验课

程，作为线上组，对比研究两组错合畸形分类、临床检查和模型测量的成绩。结果：错合畸形分类部分，

线上组成绩较线下组高，有统计学差异(P < 0.05)；临床检查线下组成绩较线上组高，有统计学差异(P < 
0.05)；模型测量部分两组成绩无统计学差异(P > 0.05)；总成绩显示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 > 0.05)。结论：

线上数字化实验教学在错合畸形的分类和模型测量中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临床检查部分教学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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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takes “Orthodontics Experiment”—clinical examination and model measure-
ment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online digital experiment teaching in 
special period under epidemic situation. Methods: The 2017 and 2018 five-yea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stomatolog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2017 class participated in the 
offline experimental course as an offline group; the 2018 class participated in the online digital ex-
perimental course of orthodontics in 2022 due to the epidemic, as an online group. The grades of 
malocclusion classification, clinical examination and model analysi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locclusion, the score of the onlin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ffline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 0.05). The score of the offline group 
of clinical examin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nline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 
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model analysis part (P > 
0.05). The total score show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
sion: Online digit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has achieved good teaching effect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locclusion and model analysis, but the teaching effect of clinical examination is not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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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口腔正畸学实验》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1] [2]，承担着错颌畸形诊断和治疗实践的重任，

使学生在掌握口腔正畸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学习临床操作技能，培养学生运用正畸理论知识解决

实际临床问题的能力，是口腔正畸学从理论过渡到临床实践的桥梁。 
传统的口腔正畸学实验教学主要采用“理论讲解→示教→学生实践操作”的方法，即通过教师讲授

和示教、学生倾听和实践来学习正畸临床中的操作技能，这种“手把手”的教学方法有效地培养了学生

的临床操作能力。但传统的实验教学也有不足之处，一方面，以教师为教学主体的教学模式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难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随着口腔正畸临床正全面实现

数字化智能化和精准化的诊疗模式，传统的实验教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已经不能满足当代正畸临床的需要。 
“口腔正畸学线上实验教学”的实施一方面遵循了疫情期间教育部在线教学指导意见，在疫情常态

化的今天，实现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教学方针[3] [4]；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线上实验教学的

优势，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5]，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学科深度融合，逐步实现口

腔正畸实验课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线上实验课程作为传统实验教学的一种延续性创新和实用性补充，为学

生构建了疫情下的新型教学模式，也进一步促进本科实验课教学改革的推进。2022 年春季学期受新冠疫情

的影响，“口腔正畸学线上实验教学”再次积极开展，本文以作者所在教研室开展的《口腔正畸学实验》

——临床检查和模型测量部分为例，分析对比线下实验课与线上实验课教学效果，总结“线上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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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线下实验教学”引发的教学思考，希望能够为相关课程以及教学研究提供有力的借鉴和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择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 2017 级和 2018 级口腔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生。2017 级口腔本科生共 52
人，参加 2021 年春季学期的口腔正畸学线下实验课程，作为线下组；2018 级口腔本科生共 49 人，因受

到疫情影响，参加 2022 年春季学期的口腔正畸学线上实验课程，作为线上组。两组学生均为全国统一招

生入学，年龄、入学成绩、专业基础课成绩等一般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教学实施  

实验课授课均按照我校口腔正畸学实验教学大纲为基础展开，学习内容为《口腔正畸学》实验——

临床检查部分。 
课前阶段，教师均要求两组学生以中国大学 MOOC 平台资源山东大学《口腔正畸学》第五章错合畸

形的检查与诊断部分进行理论基础知识的复习，完成课前试题，记录课前成绩。两组学生均将教师推送

的本次实验课程的课件和视频等学习材料提前预习。 
课中阶段，2017 级线下组采用以往传统的线下实验课教学模式，主要内容包括：讲述错合畸形的分

类方法、分发 20 副错合畸形的模型给学生观察；讲述临床检查和接诊的基本内容、演示正畸病历的填写

方法和模型测量方法、叮嘱学生互相检查填写正畸病历并做模型测量。 
2018 级线上组采用我教研室优化的线上实验课教学模式展开教学，主要内容包括：讲述临床检查和

接诊的基本内容并配合同步示教、讲述错合畸形的分类方法、老师带领学生通过 itero 软件利用三维模型

学习错合畸形的分类、讲述模型测量同步示教带领学生完成数字化模型的测量。 

2.3. 教学效果评价方法  

两组的课中、课后作业均一致，且由同一名老师评分，百分制记录成绩。所有数据采用 SPSS25.0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两组课中评价的成绩不符合正太分布，采取秩和检验对比分析两组的成绩，课后评价

的成绩符合正态分布，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分析，P < 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课中评价(错颌畸形分类)部分，线上组成绩较线下组高，有统计学差异(P < 
0.05)，如图 1(a)。在课后评价部分，临床检查线下组成绩较线上组高，有统计学差异(P < 0.05)，如图 1(b)；
模型测量部分两组成绩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如图 1(c)；课后总成绩显示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如图 1(d)。 
 
Table 1. The grades of in- and after-class of the experiment in “Orthodontics” in the 2017 offline group and 2018 online group 
表 1. 2017 级线下组与 2018 级线上组《口腔正畸学》实验——课中、课后成绩 

组别 n 课中评价 
(错颌畸形分类) 

课后评价 
临床检查 模型测量 总成绩 

线下组 52 82.38 ± 17.468 91.56 ± 4.87 86.34 ± 13.28 88.95 ± 7.02 
线上组 49 88.98 ± 13.578 87.38 ± 10.97 85.78 ± 14.67 88.86 ± 8.58 

Z/t  −1.774 2.443 0.007 1.34 
P  0.0435 0.017 0.994 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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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grades of in- and after-class of the experiment in “Orthodontics” in the 2017 offline group and 2018 
online group (*, P < 0.05; ns, P > 0.05) 
图 1. 2017 级线下组与 2018 级线上组《口腔正畸学》实验——课中、课后成绩(*, P < 0.05; ns, P > 0.05) 

4. 讨论 

口腔正畸学实验临床检查和模型测量部分难点重点较多，老师们结合学习目标，由浅入深，从错颌

畸形的分类入手，带领学生逐步学习正畸临床检查和模型测量部分。鉴于学生已在理论课中深入学习过

错颌畸形分类的主要内容，容易与实验课内容衔接，且高效地完成课中测试，故将其作为课中评价的指

标。临床检查和模型测量与正畸临床较为紧密，检查测量项目较多，作为课后评价的部分检验学生的学

习效果。 
相较于传统的线下实验教学，线上实验教学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和节约

教育成本[6]。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课中评价的错颌畸形分类部分，线上实验教学成绩明显高于线下实验组。

此部分操作性不强，传统线下实验教学多采取老师分发石膏模型给学生观察的方式进行，由于错颌畸形

类型较多，而实验室提供的石膏模型数量有限，学生很难通过互相传阅的短暂时间深入学习和对比。但

线上实验课中老师们结合了口腔扫描技术，将代表不同类型的石膏模型数字化。一方面学生可以三维观

察模型，另一方面，老师和学生们可以同时登录网址，同一时间不同空间观察同一个数字化模型，提高

学习效率，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现阶段线上实验教学虽然能够打破时空限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但在实践性极强的实验教学中存

在明显不足。临床检查部分是正畸接诊患者时的必备技能，线下组通过学生角色扮演、互相进行临床检

查的方式进行。此时老师从旁指导，及时纠正临床检查中常见的错误，教学效果较好。但是，线上课程

中采取老师们角色扮演，学生通过网络观看的方式进行，主观能动性较差，此部分课后评价成绩较低，

这与欧美国家的调查结果一致[7]。 
过度强调线上实验教学缺乏实践操作的缺点是不可取的。在本研究中模型测量部分操作性较高。传

统线下组学生通过分规、直尺、石膏模型进行测量。而线上实验课中老师们将数字化模型和电子化的测

量工具共享到在线平台，带领学生进行数字化模型的虚拟仿真测量。研究结果显示此部分两组成绩无明

显差异，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线上模型测量的教学效果，所以，加强课程设计和优化，线上实验授课依

然可以进行实时师生互动以及“手把手”实践操作指导[8] [9]。 
口腔正畸学实验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通过实际操作来解

决临床问题的能力。传统的线下实验模式和线上实验模式均存在优势和劣势。线下实验教学有效地培养

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但传统的实验教学内容和形式较难与当代正畸临床的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学生

在临床实践中举步维艰。线上实验教学模式负面评价较多，比如侧重实验过程讲解缺乏操作实践，实验

流程模糊，自控能力差，缺乏互动等。过度强调线上实验教学的缺点而忽视其长处是不可取的，在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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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也不应只是简单地将线下教学内容生搬硬套，可以有效地结合正畸临床上常用的数字化技术、口腔扫

描技术、口腔摄影技术、人工智能等，增加学生的动能机会，弥补传统实验教学内容和形式的不足。为

解决线上实验存在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老师们需要将课程的内容和形式进行重新整合，对线上课程

进行不断优化。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考评方式和评价方式过于单一。学习过程中的多元评价体系可以更加综合地评

价学生课堂的表现，评价系统更加完善，因此可以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逐步完善。 

5. 总结 

在新医科背景下，口腔正畸教研所依托国家级线上课程，不断探索课程优化和改革。借助于计算机、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多媒体的融合，逐步实现口腔正畸实验课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线上实验

课程作为传统实验教学的一种延续性创新，为学生提供了疫情下的新型教学模式。今后在口腔正畸实验

教学中我们可将线上教学模式与线下教学模式结合起来，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逐步向“以学

生为中心”的模式转化，使课堂活跃起来，进而提升口腔正畸学实验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促进本

科实验课教学改革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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