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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推进《牙周病学》的思政建设，有利于培养当代口腔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科学精神和认知能力，

符合国家对牙周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本文从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的意义、目标、实施路径、

现状及解决方案等方面进行阐述，为推动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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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eriodontology is condu-
cive to cultiv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y, scientific spirit and cognitive ability of con-
temporary dental students, in line with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country for periodontal pro-
fessional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bjectives, implement approaches, status quo 
and solution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ports department into Periodontology, and pro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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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of 
Period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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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牙周病是人类常见的口腔慢性疾病之一，患病率高达 90%以上。根据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

调查报告，35~45 岁年龄组人群中牙周病相关临床指标检出情况如下：牙龈出血检出率为 87.4%，牙石检

出率为 96.7%，深牙周袋(≥6 mm)的检出率为 6.9%，附着丧失(≥4 mm)的检出率为 33.2% [1]。由此可见我

国牙周疾病患病率高，患者基数大，牙周专业医师在医疗领域有很大的需求。然而，数据显示我国牙周

疾病治疗率却处于相对偏低的水平[2]，其中重要原因系从事牙周专业的医生十分匮乏。《2019 中国卫生

健康统计年鉴》显示我国每百万人的牙医数量为 155，相比 2017 年每百万人的牙医数量 135 略有提高，

但仍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3]。其中专门从事牙周专业的医师在口腔专业医师中占比更是少之又少，远

不能满足我国牙周病临床诊疗需求。因此培养专业牙周医生，提高口腔其他专业医师的牙周素养至关重

要。目前我国口腔专业医生的培养主要依靠国家医学院校，以本科生为主体，向牙周专业研究生递进。

然而不论是本科的教学，还是研究生阶段的培训，形式及内容都比较单一，主要以教科书为主，传授学

生基本理论知识及临床实践操作。考虑到牙周病学病因复杂、与口腔其他专业联系紧密且与全身系统性

疾病密切相关等学科特点，在牙周病学教学中添加“全科思维”、“思想道德素养”、“牙周医学”、

“提升全民口腔保健意识”等元素势必成为牙周病学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 
2014 年由上海市委、市政府印发的《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方案(2014~2020 年)》中率先提出“课程思政”

的理念。2016年至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课程思政在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性[4]。
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再次明确提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

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5]。虽然课程思政理念不断的提出及完善，但目前为止并没有统一

的定义。本文比较认同的是课程思政是在立德树人的宗旨指导下，充分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并融入课程教学的各方面、各环节，通过学科渗透的方式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6]。课程思政应该是在

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教学实践中巧妙、自然地将思政点融入到专业课中，形成思政线、思政面。 
由此可见，将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是与新时代高等医学教育改革接轨，更有利于全面提升牙周

专业人才的素养。特别是“全科思维”、“思想道德素养”、“牙周医学”、“提升全民口腔保健意识”

等思政元素更是从多个层面满足牙周病学教学改革的需求。本文将从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的意义、

目标、实施路径、现状及解决方案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将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教学提供参考。 

2. 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的意义 

2.1. 帮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牙周病学》是口腔医学生的必修课，其教学除了帮助学生掌握牙周疾病的临床诊疗及防治、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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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医技水平外，更重要的目标是满足国家对牙周专业医生的大量需求。众所周知，牙周医生工作压力

大但收入偏低，口腔医学生在择业时往往优先考虑其他专业。而且在高等院校中，牙周医学没有引起足

够重视，往往是与其他学科合并在一起，导致牙周专科医生培训不系统、不规范。而思政元素融入到教

学当中能帮助口腔专业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将国家需求放在首位。思政教学

还可以增强作为牙周医生的职业认同感、荣誉感和使命感，促进学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求相统一。 

2.2. 符合“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求更新教学理念，

明确教学任务和实施路径，更好地培养国家需要的医学人才，使医学教育体系向“医文、医工、医理、

医 X 交叉学科支撑的医学教育新模式”转变[7] [8]。提升思想道德素养、注重全科医学交叉等思政元素

融入《牙周病学》符合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等医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利于新时期全面提高医学人才培

养能力[9]。 

2.3. 有助于适应新的教学模式 

2020 年起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教学模式发生了变化，教育部提出依托线上教学平台展开“停课不

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倡议[10]。线上教学资源丰富且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但是对学生的自律能力及自

主学习能力要求极高。自主学习、自我管理与控制的思政理念的引入能帮助学生更好的适应新的学习模

式。此外，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我国医务工作者的英雄事迹证明了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兼

备的医学人才是一个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中流砥柱和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中坚力量[11]。这些都是《牙周

病学》教学中丰富的思政素材，能够激发牙周医学生的爱国情怀。 

3. 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的目标 

3.1. 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全科医学及全方位诊疗理念 

随着现代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疾病谱也在发生变化，高龄且合并全身系统性疾病的患者数

量在逐年增加，病情常常疑难复杂，需要心内科、内分泌、呼吸、感染以及重症医学等相关科室参与诊

治[12]。而牙周病与许多全身系统性疾病紧密相关，甚至可以引起或加重全身其他器官的病变。因此要具

有全方位共同诊疗这种观念，打破诊疗思维的局限性，在临床中要关注患者这个“整体”，而非仅仅关

注“口腔疾病”。特别是一些医学生毕业后要去基层工作，更需要把握复杂疑难、伴有全身疾病的牙周

患者的诊疗适应症和时机。 

3.2. 与新时代医学教育接轨，提高思想道德素养及职业道德水平 

培养高层次的医疗人才，除了要求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操作能力外，还要注重思想道德素养

与人文关怀培养，确保医学生走向临床岗位后能成为一名技术过硬、德艺双馨的医务工作者[13]。然而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进步，特别是大量先进医疗设备的广泛应用使得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减少，

诊疗过程倾向于机械化、程序化。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学会医患沟通，树立正确的医学观、道德观，培

养积极的职业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诊疗过程中除了关注疾病外，还要重视患者的心理、情绪，

德术兼修，提高自身人性化综合服务能力。 

3.3. 结合《牙周病学》学科特点，培养踏实、严谨，勇于探索、创新的实践精神 

《牙周病学》是一门需要不断学习和创新的学科，牙周病的手术治疗经历了切除性手术、重建性手

术以及再生性手术三个阶段。目前再生性手术的适应症、疗效的把握和预期还在进一步研究当中。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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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重点培养学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开拓创新、不怕困难的精神[14]，有利于牙周专业的长远发展。 
《牙周病学》也是一门实践性学科，龈上洁治、龈下刮治、根面平整等牙周基础治疗是牙周手术的

基础，是牙周疾病治愈的关键。操作者要有严谨求实、踏实耐心、一丝不苟的“匠人精神”，才能保证

治疗效果。在教学中注重医学生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勤勉敬业工作、学习作风的培养。 

3.4. 根据我国医疗现状，增强使命感及责任感。 

目前我国口腔疾病，特别是牙周疾病发病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与全国口腔卫生保健意识较差密切

相关。尤其牙周病的早期或维护期，患者常常没有明显的不适，因此会忽视口腔的保健。积极参与牙周

病的防治工作、提高全民牙周保健意识是牙周医学生责无旁贷的任务。教师要引导学生以中华民族可持

续发展的民族大义为念，以健康中国为重，担当起健康知识科普、疾病预防、诊疗和康养等责任[15]，实

现医学生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4. 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的实施路径 

4.1. 在教学中结合新冠肺炎抗疫斗争中取得的成就，激发家国责任情怀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发，84 岁的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不顾个人安危投入到抗击新冠肺炎的战斗中，

无数医务工作者也奔赴到抗疫一线，挽救了无数生命。同时，科研工作者们积极投身到新冠病毒研究及

疫苗发明中，我国的研究成果走在了世界前列。这种舍生忘死、妙手仁心的医者精神及不畏艰难、勇于

探索的科研精神能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激励牙周医学生坚定自己的职业理想和职业选择，

不忘初心、勇于担当、大力发展国家牙周医疗事业。 

4.2. 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优良作风 

充分挖掘《牙周病学》中的思政元素，将其融合到授课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行为。例如引入中、

外牙周医学专家在完善牙周病病因、诊断、治疗过程中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学习精神，以

及勤于思考、勇于挑战权威的创新精神等，以此激励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增强学习动力。同时，在讲解牙周病局部促进因素时，通过系统讲解口腔其他专业(牙体、修复、正

畸)疾病作为促进因素对牙周病的影响，引导学生系统、全面、动态地认识口腔多发病、常见病，整合各

专业学科知识点，树立综合的知识架构，加强整体诊疗的观念，培养较好的全科医学思维和临床操作能

力[16]。 

4.3. 以实验教学为契机，培养职业素养及社会责任感 

《牙周病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实验是连接课堂与临床的纽带。在实验教学工作中，

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形式让学生感同身受，提高医患沟通能力、人文关怀及爱伤意识。引发学生

对职业责任及自我职业素养进行深刻反思，明确口腔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神圣使命及提高

全民口腔保健意识的责任。此外，教师在实验课中严谨、认真的态度，精湛的医术以及高尚的医德能直

观的对学生产生影响，以此感召、熏陶学生，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 

5. 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现状及解决方案 

笔者将“思政”和“口腔”作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显示有 62 条结果；将“思政”

和“牙周”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知网数据库几乎没有相关报道。目前课程思政在《牙周病学》中应用

的相关报道之所以比较少，分析有以下原因：1 教师方面：对课程思政认识不深，认为就是将思政元素

简单的嵌入到专业课当中，向学生宣读、讲解，变相使专业课上成“思政课”[17]；2) 教学方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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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思政而思政，说教性强，课堂生硬死板；教学方法过于单一，不够灵活。3) 《牙周病学》是一门实

践性很强的专业，相比理论课课程思政，实践类课程思政研究成果较少，不能做到因时而进，课堂不够

多样化，对学生来说趣味性也相对较弱[18]。 
针对以上问题，牙周专业教师首先要理解医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高度结合的科学体系，对医学

生的培养不仅是丰富其精湛的医学知识和专业技能，还要提高其思想道德素养、科学精神、甚至伦理和

法律认知能力[19]。教师应该在教学活动中巧妙、自然的将这些思政点融入到专业课中，潜移默化地提高

学生综合素养。其次，应根据医学专业的特殊性和医学生独特的思维方式，提高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贴

近性，对理论知识及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精选并实现整合，不能照本宣讲[20]。最后，思政教育切记灌输

式、“填鸭式”教学，要立足学生的认知水平和个性特征，感染、启发学生，促进学生理解教学难点和

重点，激发学习兴趣。 

6. 结论 

将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符合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等医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促进学生个人

发展与国家需求相统一。培养全科医学思维、注重思想道德素养与专业素养相结合以及提升全民口腔保

健意识等思政理念有利于牙周教学的改革。虽然目前思政教学在《牙周病学》中得到了应用，但是还存

在思政理念认识不足、运用不恰当、方法不准确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将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是一次探索，也是一次考验。它能教会学生的精神品质远远不局限

于此，它的教育形式也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扩展与完善，使思政教育

多样化、日常化、无形化、实践化。 

基金项目 

山东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1Y159, 2021Y158)。 

参考文献 
[1] 冯希平. 中国居民口腔健康状况——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C]//2018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第十八

次口腔预防医学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西安: 中华口腔医学会, 2018: 13-14.  
[2] Zhang, Q., Kreulen, C.M., Witter, D.J., et al. (2007) Oral Health Status and Prosthodontic Conditions of Chinese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sthodontics, 20, 567-572.   
[3] 罗雪琼, 高峰. 大数据分析助力口腔医疗资源优化管理探讨[C]//2020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疗服务分会第十

四次全国口腔医院管理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深圳: 中华口腔医学会, 2020: 410-415.  

[4]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00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020-06-01. 
[6] 陈建华. 走出课程思政“水与盐”的思维误区[N]. 中国教育报, 2021-10-25(06). 
[7] 刘莹, 喻荣彬, 陈峰, 等. 健康中国战略下新医科的建设任务与发展路径思考[J]. 中华医学教杂志, 2020, 40(9): 

657-661.  
[8] 顾丹丹, 钮晓音, 郭晓奎, 等. “新医科”内涵建设及实施路径的思考[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8(8): 17-18.  
[9] 张大良. 课程思政: 新时期立德树人的根本遵循[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1): 5-9.  

[10] 焦建利, 周晓清, 陈泽璇. 疫情防控背景下“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案例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 2020(3): 106-113.  

[11] 于帆.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学院校课程思政整体性建设探析[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2, 35(1): 117-122.  

[12] 杨瑛, 张方明. 口腔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OMDT)的施现状与思考[J]. 北京口腔医学, 2022, 30(1): 1-5.  

[13] 冯君伸. 新时代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精神培养探索[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0, 3(24): 114-116.  

[14] 李笑岩, 逯鹏, 袁文丹, 等. “课程思政”融入医学概论教学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2019, 11(35):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6224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李双双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6224 1408 创新教育研究 
 

84-86.  
[15] 闫英丽, 桑利娥, 刘登攀, 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医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的三重维度[J]. 中国医学伦理

学, 2021, 34(11): 1488-1493.  

[16] 王祖华, 岳林. 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生根管治疗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06, 26(1): 77-78.  

[17] 赵继伟. “课程思政”: 涵义、理念、问题与对策[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9, 17(2): 114-119.  

[18] 李先帅. 医学专业实践类课程思政现状与路径[J]. 现代职业教育, 2022(15): 64-66.  

[19] 王瑛. 当代中国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20] 解红晖, 胡佳怡. 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策略探究[J]. 教育现代化, 2022, 6(48): 
55-58.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6224

	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教学的探索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ation o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of Periodontolog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的意义
	2.1. 帮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2. 符合“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2.3. 有助于适应新的教学模式

	3. 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的目标
	3.1. 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全科医学及全方位诊疗理念
	3.2. 与新时代医学教育接轨，提高思想道德素养及职业道德水平
	3.3. 结合《牙周病学》学科特点，培养踏实、严谨，勇于探索、创新的实践精神
	3.4. 根据我国医疗现状，增强使命感及责任感。

	4. 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的实施路径
	4.1. 在教学中结合新冠肺炎抗疫斗争中取得的成就，激发家国责任情怀
	4.2. 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优良作风
	4.3. 以实验教学为契机，培养职业素养及社会责任感

	5. 思政元素融入《牙周病学》现状及解决方案
	6.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