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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工交叉”是医学知识和新型工科知识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是跨越了传统学科壁垒并能为我国医
学高科技领域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人才的学科。本文以口腔医学和材料科学交叉课程为例，分析了口腔材

料的现状、医工交叉课程设计与实践的意义。现有的口腔材料多依赖进口，国产化水平较低，当前的口

腔医学体系难以适应医工交叉的未来趋势。因此，本文提出了加强课程思政，提高交叉教学专业化水平，

加强教材建设，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等推进医工交叉背景下口腔材料交叉课程开展的思路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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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Engineering” is a cross-discipline with mutual penetra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and 
new-type engineering knowledge which can cross the traditional discipline barrier and train high 
quality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Tak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of stomatology and materials 
scie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ental materials and the signific-
ance of 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the medical-engineering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Most of the ex-
isting oral materials rely on imports, and the percentage of domestic-made materials is very low. 
The current dental system is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future trend of medical-engineering intersec-
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dea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ental 
materials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cal-engineering cross-discipline,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cross- 
discipline teaching,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textbooks, and adopting a variety of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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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口腔医学是医学专业的重要分支，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独特的学科特性，它有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的同时又与现代高科技结合密切[1]。口腔医学教学改革是口腔医学教学发展的重要一环，主要体现在：

口腔医学教学改革可以突破现有口腔医学教学模式的束缚，全面有效提升教育教学效果[2]；并且能够使

口腔医学教学更符合现代医学人才培养的实践，从而培养出更加全面、专业、具有竞争力的口腔医学人

才，以满足就业市场的特定需求[3]。 
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口腔医学呈现出了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高度综合以及系统化、整体

化的趋势，并有着交叉综合性课题领先并带动学科发展的新趋势[4]。“医工交叉”是医学知识和新型工

科知识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是在医学领域中通过运用工科的信息工具和技术手段来实现对生命科学

领域和人类健康事业的深度探索[5]。随着医工交叉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复合型高端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

比如在 2021 年 8 月教育部发布的学位授予单位自设交叉学科中，广泛设立了人工智能 + 医学、再生医

学、生物医学工程、医学信息学等学科，为培养医工交叉人才奠定了一定的学科合法性基础[6]。“医工

交叉”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将关系到未来我国在医学高科技领域主导位置的确立[7]。所以医工交叉课

程的设置符合当今社会的需要，注重学生发散性思维与综合能力的培养，顺应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趋

势，符合高等教育培养具有较高政治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及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高级

人才的培养目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医工交叉为契机，结合医学产业发展趋势和医学专业的特点，

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建立具有行业特色的交叉课程，有利于全面提升医学生的综合素养以及未来的职

业竞争力[8]。 
材料学是工科中重要的学科分支，包含电子材料、航空航天材料、核材料、建筑材料、能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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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材料和医用材料等。口腔医学中的材料学是将材料科学与口腔医学结合在一起的一门科学，主要

包括研究口腔医学应用中材料设计制备、材料生物相互作用基础研究以及转化研究等。其中植入材料、

填充材料、基托材料等口腔材料多依赖进口，国产化水平较低，特别是许多口腔用高值耗材存在较高

的技术壁垒和长期的技术压制。所以针对口腔材料的交叉研究、人才培养和相关课程设计显得尤为迫

切。 

2. 医工交叉课程设计与实践的意义 

随着新一代技术革命的到来，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传统的医学教育已无法满足新时代对

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新医科”教育明确提出要培养适应全球工业革命 4.0 的卓越医学人才，实现医

学从“生物医学科学为主要支撑的医学教育模式”向以“医工、医理等交叉学科支撑的医学教育新模式”

转变[9]。因此，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学科间的壁垒逐渐被击破，不同学科相互融合，口腔医疗行业

也在不断的进步[10]。医工交叉为口腔医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更强的动力和更大的空间。医工交叉是我国

医疗技术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口腔医学与工程技术的不断渗透融合，各种理论的研究、技术发展

和临床应用实践成为焦点，开发了多种先进的诊疗技术和新型的材料，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

并引领了口腔医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10]。同时，口腔医学中的医工交叉能增加学生社会经验理论，有助

于学生们拓展学科维度，提升获取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进一步满足社会就业需求，提高学生对职业环境

的适应性[11]，培养更多的复合型医学创新人才。 

3. 医工交叉背景下口腔材料交叉课程的开展 

3.1. 加强课程思政，保障教学效果 

医工结合不是单纯的传统医科和工科的叠加，它是生命科学经过多次变革得到的产物，是在多学科

结合的背景下产生的新学科。现阶段想要更好的发展医工交叉相关的教育，首先要根据自身的特点设计

适合的实施方案，强化医工交叉学科的硬实力[8]。从口腔材料的临床实际应用角度和社会经济效益出发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课程意义，从而提高课程实施效果。现有口腔材料尤其是高端产

品严重依赖进口，国产比例较低。以口腔屏障膜为例，目前临床常规应用的屏障膜和植骨材料每年至少

有 10~20 亿元的市场，但大多依赖进口、且价格昂贵[12] [13]。其中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瑞典进口 Geistlich 
Bio-Gide 屏障膜每片(30 mm * 40 mm)近 3000 元。此外，在引导骨再生手术中配合屏障膜使用的植骨材

料也是被进口产品占据，瑞典进口 Geistlich Bio-Oss 植骨材料 0.5 g 的规格价格超过 1000 元。此外，高端

种植体的高性能材料加工和表面改性技术长期被国外公司垄断，国内相关技术开发尚未成熟。因此，突

破进口依赖、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口腔材料对减轻医疗负担、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守护国民健康

意义重大。 
在高校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之间关联较少，为改变这一现状，要加快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协同发展，将立德树人、德学兼修的观念融入到教学的整个过程及每个学生中[14] [15]，使医工

交叉类专业课堂变成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阵地[16]。帮助“医工交叉”学科的学生合理规划在校学习

生活，将具有“医工交叉”专业特点的职业发展规划渗透到学科教育的全过程，培养学生的职业生涯规

划意识，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观和就业观，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的学习中，同时邀请资深

专业人士为学生深入解读“医工交叉”专业发展的前景[7]，使学生了解口腔医学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

的“卡脖子”的问题，将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与国家的专业的发展需求结合，自主参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口腔医疗器械、材料及设备的研发工作中，对于培养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高素质复合型的口腔医学人

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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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高交叉教学专业化水平 

国家培养“新医科”人才的目的是使其适应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运用跨学科知识解

决医学领域的前沿问题。但是在短学制内增设几门相关课程的方法很难使学生掌握多学科交叉思维、相关

技能也难以得到提升[9]。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怎样进行教学改革、跟紧时代步伐是值得高校

教育工作者考虑的。根据口腔医学材料专业具体的人才培养情况，需探索新的培养模式，在现有长学制医

学教育中增设医工结合的课程。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对相应的课程内容进行改革，紧跟时代前沿[17]，使

具有不同学科教育背景或从事医学相关交叉学科研究的专业教师与口腔医学专业教师组成融合型师资队

伍，不断开展课程建设，积极探索适合新时代口腔医学生的课程培养体系，共同授课，这既能使学生了解

口腔医学临床发展需求，又熟知材料器械设备的研发，可以更好地进行基础研发和临床转化。充分发挥兼

职班主任的作用，兼职班主任是从具有深厚专业知识的教师中挑选出来的担任班级的管理者、组织者，与

辅导员相比，兼职班主任有更多的机会与学生交流，因此，班主任可以利用课余时间与学生进行更多的沟

通交流，潜移默化中使学生对学科方向和前沿知识了解深刻，从而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思维[18]。为更好地

服务于口腔医学专业的学生同时突出学科交叉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实际应用和医学临床相关内容

的讲解，这不仅能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还有助于学生建立医学实践和材料特点之间的联系。这个

过程能启发学生在未来的学习工作中寻找医工结合的交叉点，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探索能力具有重要

作用[19]。教研所、教研科室、研究室是课程建设和实验研究的关键组织，是实践医工交叉教学研究的主

要力量。以口腔材料为例，国内主要口腔院校设置材料相关教研所、科研科室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establish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s related to materials in some major 
dental colleges in China 
表 1. 国内部分主要口腔院校设置材料相关教研所、科研科室情况 

学校名称 设置口腔材料相关科室情况 

北京大学 口腔材料研究室、口腔数字化医疗技术和材料国家工程实验室、口腔材料学教研室 

四川大学 四川省口腔生物材料工程研究中心、口腔生物材料学教研室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口腔医学先进技术与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市口腔材料测试中心、口腔材料学

教研组 

中山大学 广东省牙颌系统修复重建技术与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 口腔生物材料与力学实验室 

华中科技大学 口腔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实验室 

中国医科大学 口腔材料教研室 

山东大学 山东省口腔生物材料与组织再生工程实验室、生物材料研究室 

3.3. 加强教材建设 

对于口腔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除了要重视传统的基础医学理论课程的学习，还要注重培养学生扎

实的化学、生物学、基础医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数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了解材料基础知识、生

物材料基础知识、口腔生物材料前沿理论。还应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期举办社会实践活动，提

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组织学生进行实习、见习，使其在社会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4]。目前国

内现有的口腔材料学相关教材具体如表 2、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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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xisting representative textbooks related to oral materials science in China 
表 2. 国内现有的口腔材料学相关代表教材 

 教材名称 出版社 出版年份 作者  

1 口腔材料学(第 6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0 赵信义 [20] 

2 口腔材料学及药物学 科学出版社 2005 杨家瑞、米新峰 [21] 

3 口腔材料学(第 2 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教材)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林红 [22] 

4 口腔材料学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马莉 [23] 

5 口腔材料学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5 徐恒昌 [24] 

 

 
Figure 1. The domestic textbooks 
图 1. 国内教材 

 

国外现有的口腔材料学相关教材具体如表 3、图 2 所示： 
 

Table 3. Existing representative textbooks related to oral materials science abroad 
表 3. 国外现有的口腔材料学相关代表教材 

 教材名称 出版社 出版年份 作者  

1 Dental Materials at a Glance WILEY Blackwell 2013 Anthony von 
Fraunhofer [25] 

2 Dental Materials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11th Edition) Mosby 2014 John Powers John 

Wataha [26] 

3 
Dental Materials Clinical Applications 

for Dental Assistants and Dental  
Hygienists (4th Edition) 

Saunders 2019 Kimberly Bastin [27] 

4 Basic Dental Materials (4th Edition) Jaypee Brothers medical 2016 John J. Manappallil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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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foreign textbooks 
图 2. 国外教材 

3.4.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现如今，制约毕业生服务社会水平和高校教育质量的重要原因是高校教育与市场需求的脱节。对创

新型复合人才的培养单纯的靠传授书本知识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9]，而我国的口腔医学教育模式普遍

存在“重理论知识，轻临床技能”的情况，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达到现代口腔医学教学工作的目标。近

年来，微课、慕课、雨课堂等新的多元化的口腔医学教学形式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疫情影响下，线上

教学活动逐渐增多。这些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给我国口腔医学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传统与现代教

学形式的结合，既发挥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又充分的体现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主动性、

积极性与创造性[1]。同时医工交叉课程要拓宽思路，对常规课程设置以及硬性化教学形式进行变革，转

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对不同专业的内容要予以不同的授课模式灵活授课，减少课程间的重复知识，

进而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主动性，减轻学习压力和负担[29]。在构建起医教产研协同多层次、多领域合

作办学体系的基础上，依托交叉学科大力开展学生创新实践、实习等活动，为学生带来前沿性、产业化

的思维和实践机会。还可以将启发式、研究式、讨论式、翻转课堂等其他的教学形式运用到课堂中，着

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医工结合的认识，拓宽学生获取知识的

渠道，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主观能动性，锻炼其思维能力，提升其创新能力[30]。 

4. 结束语 

包括医工交叉在内的新学科建设是一项发展迅速、涉及领域广泛的复杂的系统工程[31]。本文针对口

腔材料现状及存在问题对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教材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提出注重医工结合、

突出学科交叉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科研创新能力，这符合培

养复合型人才的教育理念。以口腔材料为例，本文在课程思政、教材建设、交叉专业化、教学形式等方

面讨论了医工交叉的现状和课程建设。培养医工交叉复合型人才，有助于促进医学专业和人民群众健康

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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