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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疫情常态化的今天，各大高校按照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广泛开展了各类课程的
线上教学，《口腔正畸学实验》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口腔医学的核心课程，“线上实验教学”给本门课

程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启发。本文结合作者在疫情期间线上实验教学的实践体会，从课前准备、课堂执

行、课后效果评价等方面对如何开展口腔正畸学实验线上教学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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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normalized epidemic situation, maj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widely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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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teaching of various cour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
tion to “suspend classes without teaching, and without stopping learning”. “Orthodontics Experi-
ment” is a highly practical course. The core course of stomatology, “online experimental teaching”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and inspiration to this course. Based on the author’s practical expe-
rience of online experimental teaching during the epidemic,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carry out 
online teaching of orthodontics experim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pre-class preparation, classroom 
implementation, and after-class effec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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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口腔正畸学实验》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口腔医学核心课程，也是口腔正畸学从理论过渡到临床实践

的桥梁，主要包括工作模型的制取和修整、临床检查、托槽粘接、弓丝弯制等操作。使学生在掌握口腔正畸

学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学习临床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运用理论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 
线上教学是利用网络平台与多媒体技术，实现教师在网上教、学生在网上学的一种居家学习方式[1]。

2020 年初教育部印发了以“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为主旨的在线教学指导意见以应对新冠疫情对教

学的影响，随即正畸教研所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开启了《口腔正畸学实验》线上教学的新模式。但“线

上实验教学”不同于传统实验教学模式，尤其在“防疫”特殊时期需要考虑更多因素，如学生的心理适

应性及思政元素的融入、课上时间分配情况、线上实验教学资源的整合、线上实验如何更有效地与学生

互动、如何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教学平台的选择等。 
2022 年春季再次受新冠疫情影响，正畸教研所针对以往《口腔正畸学实验》线上教学的经验和不足，

重新制定了具体的教学组织和实施方案。本文以在疫情期间开展的《口腔正畸学实验》“临床检查”部

分线上实验教学为例，总结线上实验教学的实践体会，从课前准备、课堂执行、课后效果评价等方面对

如何开展口腔正畸学实验线上教学进行了探讨。 

2. 课前准备 

本次线上实验课程以腾讯会议教学平台为依托，依据课程内容和平台特点，做以下课前准备。 

2.1. 课程内容的重新整合 

老师们团队合作，分为主讲老师、示教老师、和互动老师。互动老师的任务是时刻关注聊天区，收

集学生线上学习中的问题且当堂反馈给主讲老师，并第一时间答疑，学生提交课堂作业至聊天区时互动

老师负责及时收取和批改。 
老师们集体备课、精心设计，将《口腔正畸学实验》临床检查部分内容重组整合，按照临床实际诊

疗流程结合课本内容由浅入深地安排实验教程，分为“接诊问诊(主诉、病史、不良习惯等)→检查(面部、

关节、口内)→错颌畸形分类→模型测量(传统石膏模型测量、数字化模型测量)”四部分，让学生循序渐进

地获取知识，从而产生学习的成就感。模型测量部分增加 AI 模型测量的演示体现教学内容的学科前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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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政元素 

研究表明疫情对医学生的心理影响高于普通大学生[2]，因此线上实验教学内容的设计中增加心理健

康教育和思政素材，以培养医德高尚、身心健康的医学人才。在临床接诊和检查过程中与思政元素有效

地整合，体现医生的爱伤意识和大医精神，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 

2.3. 实验器具数字化 

本次实验课中，错颌畸形的分类和模型测量是重点和难点。老师们结合口腔扫描技术和正畸照相技

术获取代表不同错合畸形的口扫模型和口内照片，作为学生线上学习错颌畸形分类的有效工具。同时，

老师们将石膏模型和测量工具数字化，将线下石膏模型的实物测量转化为线上的数字化模型的虚拟测量，

解决了线上实验教学的操作问题。 
教师课前在腾讯会议聊天区内发布本次教学实验 PPT、电子教材、教学大纲、教案、数字化的模型

和测量工具、照片等供学生使用。 

2.4. 学生课前复习和预习 

教学对象是本校口腔医学专业 2018 级口腔本科生，共 78 名学生。课前学生们通过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复习理论课部分并进行答题，夯实基础知识，预习本次实验课程的学习内容和了解学习目的。实验

器材是笔记本电脑一台，提前告知学生本次课程错颌畸形分类和模型测量部分需要使用笔记本电脑完成

线上操作。 

3. 课堂执行 

 
Figure 1. The practice of the online course of orthodontics 
图 1. 本次口腔正畸线上实验教学课堂执行 

 

本次口腔正畸线上实验教学内容分为接诊、检查、错颌畸形分类、模型测量四部分。因人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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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实验课没有设置专门互动老师，不同时段由主讲老师和示教老师 1，2 轮流关注聊天区负责互动任务。

主讲老师和示教老师的电脑同时进入腾讯会议，主讲老师的腾讯会议的界面设为主讲区，示教老师的腾

讯会议连入实验室高清摄像头设为示教区，本次口腔正畸线上实验教学课堂执行如图 1。 

3.1. 临床接诊过程 

示教老师 1，2 医患角色扮演模拟临床接诊的过程，形象生动、增加趣味性。主讲老师结合示教讲解

临床接诊过程及注意事项，关注聊天区与学生互动沟通。 

3.2. 临床检查过程 

主讲老师结合理论知识融入思政元素讲述临床检查的内容和注意事项，且设置随堂小问题，嘱学生

在聊天区抢答。示教区，示教老师 1，2 模拟临床检查过程且填写病例报告，主讲老师关注聊天区及时了

解学生提出的问题同步答疑，此部分结束后布置课后作业。 

3.3. 错合畸形的分类 

主讲老师屏幕共享示教如何应用 itero 数字化模型软件，学生同步线上操作，示教老师 1，2 关注聊

天区帮助学生跟上进度。主讲老师通过 itero 软件结合患者口内照片和 PPT 讲解错合畸形的分类，学生可

通过 itero 软件三维观察数字化模型的咬合关系学习错颌畸形的分类。此部分设计随堂作业，学生将答案

拍照片上传至聊天区，示教老师 1，2 在线统分作为随堂成绩。主讲老师公布答案并进行讲解。 

3.4. 模型测量 

主讲老师通过 PPT 讲解模型测量的基本内容。示教分为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通过实验室高清摄

像头示教传统石膏模型的测量。此部分是以往线下实验课要求学生重点掌握的操作。为了让学生体会并

掌握临床常用石膏模型测量的方法，老师们将数字化的模型和等比例的数字化测量工具合成 PPT 文档通

过聊天区发给学生，在主讲老师的带领下，学生同步进行线上模型的虚拟测量，测量结果作为课后作业

提交；第二部分是通过 itero 网址主讲老师和学生同步进行数字化模型的测量；第三部分，增加 AI 模型

测量的演示体现教学内容的学科前沿性。 

4. 教学效果的评估 

从随堂测试、课后作业和网络问卷调查三种方式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估。 

4.1. 随堂测试 

本次随堂测试是学生对 5 个病例进行错颌畸形的分类，采取百分制，总平均分为 88.97 分，合格率

达到 97.4%。说明绝大多数学生经过本次线上课程能较好掌握本次课程错颌畸形分类的相关知识。 

4.2. 课后作业 

本次课后作业分为临床检查和模型测量两部分。临床检查部分学生得分为 90.52 ± 4.64 (n = 78)分，

完成度 100%。模型测量部分 82.1%的学生完成作业，得分为 82.79 ± 6.78 (n = 64)分，但仍有 17.9%的学

生未完成测量。临床检查部分的分数较高，学生也均提交作业，说明此部分的线上教学效果较好。而模

型测量部分有 17.3%的学生没有完成测量，说明仍有学生难以通过线上模型测量掌握此部分内容。 

4.3. 网络问卷调查 

采用问卷的形式进行主观评价调查，21.21%的学生认为线上学习效果很好，46.97%的学生认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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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较好。59.09%的学生认为线上授课进度适中、循序渐进。同时，68.18%的学生认为老师上课提供的

资料内容丰富满足学习需求。但有 83.33%的学生认为示教需要更清楚。 

5. 讨论 

新冠疫情期间，国内学者对746,217名大学生调查发现45%的大学生有急性应激、抑郁或焦虑症状[3]。
有研究表明，医学生由于医学专业背景的敏感性，其心理问题更加严重[4]。因此在线上课程设计之初应

增加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等内容，使学生以一个更好的心理状态投入到专业知识的学习中去。 
《口腔正畸学》临床检查部分学习任务繁多、专业性较强，线上课程课前准备较多。需要重新规划

课程内容，使学生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学习。另外，为培养医德高尚、身心健康的医学人才还需加入

思政元素，激发学生对本堂课的兴趣和对医学的热爱。 
本期线上实验课程多与临床上常用的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数字化的操作，帮助

学生从理论知识过渡到临床实践中。也通过数字化技术线上模拟石膏模型的测量过程，使学生对传统模

型测量有了一定的认识。 
课中阶段不应仅是线上老师的一言堂，应以学生为中心，老师们化身主播，积极与学生教学互动，

使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经过多次实践，笔者认为，线上实验教学过程中老师团队合作教学效果更好。

主讲老师把握课程节奏和内容，控制课堂进度，穿插生动形象的示教过程；有专门的老师负责聊天区，

与学生同步交流，积极与学生沟通。及时向主讲老师反馈学生的疑难之处，主讲放慢讲课速度，精讲细

讲，实现线上课堂的实时沟通和同步交流。因为问卷调查，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多在自习室、图书馆、

寝室等地方参与线上课程，上课开麦发言并不方便，因此为了方便与学生积极沟通，需要设置专门的老

师关注聊天区，将学生的问题及时反馈给主讲老师，现场解答。经过实践，学生也更倾向于在聊天区发

言，更容易表达真实的想法且不打断主讲老师的思路。另外聊天区上传图片的功能还可上传随堂作业，

实现了老师对随堂作业进行审阅和点评。 
传统线下实验课中采取老师示教完成后学生再操作。线上实验与之不同，是由老师带领学生同步操

作，弥补线上教学中部分学生听课走神、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提高学习兴趣和效率。 
课后阶段，线上实验课程全程录屏，课后方便学生回顾复习。老师们线上批改作业将问题积极反馈

学生。通过课后问卷调查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进而保证教学的顺利实施。在“线上”布置预习任

务、课堂练习及课后作业，可为形成性评价提供更清晰的数据。 

6. 总结 

新医科背景下，线上实验教学通过与数字化技术、口腔扫描技术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数字

化的操作，帮助学生从理论知识过渡到临床实践中。线上实验课程作为传统实验教学的一种延续性创新，

为学生构建了疫情下的新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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