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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体解剖与雕刻技术》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实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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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在注重学生的职业技能、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职业道德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意识，将课程思政融入学生的日常教学，可以更好的提升学生的思

想政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牙体解剖与雕刻技术》时口腔医学技术专

业重要的基础课程，文章通过对课程的分析，从思政元素的发掘和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的途径方面进行探究，

旨在为口腔医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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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xca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Dental Dis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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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ltivation of oral medicine technical professionals,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t the same time, but also should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integrate the course education into students 'daily teaching, can 
better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 help students set up the correct world outlook, 
the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Dental anatomy and Carving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of oral 
medicine technology majo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urse, from the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way of teaching, aiming to provide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ral medicin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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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

应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这个媒介，将思想政治理论课

和其他各个课程并重共同推进，进而实现协同作用。

课程思政应积极打造所有人员、各个课程、每个环

节的育人格局，将“立德树人”当作一项基础任务

的综合性教育观念[1]。“课程思政”基于马克思主

义主要观点方法的指引，其主要载体是各项课程，

最大程度发掘各专业知识中所隐藏的品德教育要

素，自主地科学融合学生需掌握的人文、专业知识

及思想政治素养[2]，在专业知识教授实践过程的各

个环节融入德育元素，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为进一步确保学校切实执行“课程思政”工作要求

的效果，我校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教师深入研究，挖

掘《牙体解剖与雕刻技术》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在

日常教学中融入心理健康及爱国教育内容，积极推

动学生构建不断进取的热忱，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及人生观，大力推动其养成较强的社会责任感[3]。 
1 《牙体解剖与雕刻技术》课程设计及特点 
本课程的授课目标为：能够掌握所有牙位恒牙

的牙体形态特征，牙列的咬合与颌位信息；能够独

立完成中切牙等牙位的牙体雕刻，且尺寸误差小于

0.02mm，能够完成中切牙、尖牙等牙位的形态滴塑，

并与对颌牙形成良好的咬合关系。课程理论部分与

实训内容的比例为 1:2，理论内容为天然牙的解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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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生理功能、牙列、颌位，全面覆盖了后续临床

课程所涉及的牙体形态知识点, 实训内容为三倍上

颌中切牙、上颌第一磨牙等牙位的石膏牙雕刻、上

颌中切牙、尖牙、上下颌第一前磨牙等牙位牙体滴

蜡塑形的方法、步骤和操作标准，涵盖主要牙位的

雕刻及滴蜡塑形内容，课程内容理论与实训相辅相

成，互为补充，使学生能掌握牙体雕刻塑形技能，

锻炼动手能力，为后续的临床课程奠定形态学基础，

满足临床课程及工作岗位基础技能的需求。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口

腔修复体加工制作方式,并推动口腔领域向精准、高

效、高仿真的方向发展，为了全方位对接数字化修

复体系，课程在牙体形态、牙列、颌位内容的基础

上，设计了占比 48%的实训内容，对接口腔计算机

辅助制造（CAM）技术岗位的切削瓷块做“减法”

使义齿成型，课程设计了通过切削石膏使牙齿成型；

对接 3D 打印岗位打印树脂做“加法”制作义齿，

设计了滴蜡塑形，做加法叠加滴蜡获得完整牙列，

课程内容全面对接口腔领域的数字化技术，以培养

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综合能力，拓展学生就

业创业本领。 
2 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牙体解剖与雕刻技术》课程的核心内容是牙

体的形态理论和雕刻塑形技术，是口腔医学技术人

才对接工作岗位所必备的重要职业技能，通过牙体

形态的学习为工作岗位中各种修复体的设计、制作、

创新提供指导，是贯穿学生整个职业生涯的重要基

础课程。基于操作要求高的行业属性，课程中设置

有大量的实训内容，其中蕴含的精雕细琢，精益求

精的职业文明精神，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着口腔人的

日常学习。 
2.1 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中国口腔学的发展，起始于 1840～1845 年间，

通过一些教会医院的牙科活动，将国际上具有行业

领先地位的近代口腔医学知识、技术逐渐进入中国，

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内，国内口腔学在西方医学主导

下，亦步亦趋的学习。时至今日，我国口腔学已建

立起完善体系，《牙体解剖与雕刻技术》课程作为

口腔医学技术专业重要的基础课，是学生未来学习

数字化、3D 打印等先进技术的重要前提和支撑，因

此在日常教学中，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个人之发展置于国家、

民族前途命运中，培养学生崇高的家国情怀。 
2.2 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针对任何一件产品、各个工序，从

业人员均能够秉持精益求精、专心致志、不断进取

的职业操守，是能工巧匠不断创新、精雕细琢、精

益求精地完成自己的作品，正如老子所说“天下大

事，必作于细”，牙体解剖与雕刻技术课程要求学

生在掌握牙体解剖形态基础理论的同时，严格参照

样品，先进行三倍大标准的牙体雕刻练习，然后参

考 1；1 的雕刻比例进行训练，进而提升相关技能，

尽力充分根据实际展现牙齿的各个特征，如窝、沟、

尖、凸起及凹陷等，通过针对牙齿各个位置的雕刻

训练，在无限靠近牙齿实际情况的训练中，使学生

不断修改，精雕细琢，逐步完善，产生“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体验；此外，工匠精神还表现为工作

中能够秉持初心、不断关注细节的细心与耐心，坚

持到底的坚持和毅力，而专注且执着的精神是实现

精益求精的重要条件。每一个作品的呈现都是对学

生的耐心与意志的磨炼，《庄子》中所收录了很多

精益求精的工匠故事，如“庖丁解牛”、核舟记等

等。《牙体解剖与雕刻技术》课程中每位学生每年

练习雕刻的牙齿数量要达三百颗以上，才能通过量

变带来品质的提升和雕刻精准度、美观的进步，牙

体雕刻的练习过程完美契合了工匠精神，是精益求

精的典型体现。 
2.3 团队合作，互相成就 
课程实训过程中组织学生对实训作品互评互

改，互相评判实训作品并共同修改调整，培养学生

团队意识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工作岗

位中修复体质量管控、创新提升打下基础，培养学

生间共同合作，互相成就，不断超越的精神，以实

现培养人才的德技并修。 
2.4 责任感和职业担当 
牙体形态和功能的恢复是修复患者缺失牙齿的

重要指标，患者行使功能时牙体几毫米的误差即会

造成患者巨大的痛苦和严重后果，如牙体颈缘的误

差会导致后期患者牙龈的肿胀，继而引发牙周疾病，

咬合的误差会引发患者牙齿的疼痛、松动，甚至造

成头痛等一系类症状，需让学生给予足够关注，进

而培养学生的职业与社会责任感。在工作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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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坚持认真负责，熟练掌握每颗牙的解剖形态和咬

合关系，以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成长为有担当

有责任感的口腔人。 
2.5 职业认同感 
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即为培养具有制作各类口

腔修复体与加工义齿等技能的专业人才，进而服务

于口腔义齿行业及口腔工作室，而此类人才同样为

口腔产业的关键构成要素。由于口腔修复体产品市

场的不断扩大，进一步推动口腔工艺的义齿制作业

不断向着独立且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系统发展。在

制作修复体方面，该行业已经全方位引入了具有领

先性的技术，如 3D 打印、数字化等[4]，能够满足较

高水平的生产技术与产品品质，因此这就要求从业

人员务必具有高水平的文化素养，充分了解口腔医

学有关专业知识，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结合专业发

展和行业最新标准和要求，来增强学生的专业信心

和职业认同感。 
2.6 创新精神 
创新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动力来源，是民族

发展前进的希望。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的发展离不开

创新型人才的支持，目前，口腔学产生了很多新的

技术，如牙髓再生技术，三维根管预备与充填技术，

CAD/CAM 技术，手术导航技术等，这些临床技术

的发展都离不开牙体形态学基础的支撑。随着社会

发展以及人们需求的改变，未来仍需要不断创新口

腔医学技术，因此在日常的理论和实际应用教学进

程中，将创新的火种传递到学生手中，充分重视实

际应用的关键性及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意义，唯有

切实结合理论与实践才能真正开启创新之路。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利用网络等手段收集更多的

资料，让学生了解更多关于口腔医学发展的新知识，

同时应加强实践教学，通过操作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 
3 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的途径 
3.1 学生调研 
出生于 2000 年的学子们已开始迈进高校学习，

在成长过程中，他们拥有相对优越的环境，同时这

些学生相当一部分是独生子女，家庭给予其相当高

的重视度，一般难以很好的应对困难挫折。利用调

研活动，教师能够进一步掌握学生的学习需求、主

要动力、心理健康情况、对专业的想法及其对将来

的预期与规划等等多个层面的信息，唯有全方位的

了解学生，教师才可以教学中对其进行具有针对性

的引导。在完成课程教学后，教师可进行二次调研，

这能够使教师进一步掌握学生思想、情感及态度的

阶段性变化，同时根据调研结果对自己的教学设计

进行优化调整。 
3.2 专业思想教育  
对学生进行校内专业思想教育和行业企业进行

专业思想教育。在校期间，本校的专业教师负责专

业思想教育，重点内容是介绍专业的属性、学习的

主要内容、将来的工作职位与工作内容等等；业内

企业专业人士介绍的主要内容则是业内公司当前发

展情况、发展态势、发展前景，工作岗位负责的内

容、职业发展前景等。 
3.3 案例式教学 
案例式教学是在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资源的重

要方式与渠道，其主要特征为鲜活性与立体性，能

够更为系统性的展现出专业知识、综合环境、思政

元素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有助于学生进行更深入的

探索与学习。相较于简单的语言阐述，案例式教学

具有直观性，能够进一步促使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与

思考。举例而言，讲解颌位过程中，将牙列缺失病

例当作课堂导入，逐渐激发学生思索，指引学生探

究由于牙列缺失所造成的影响，从而阐释修复体制

作时需要的颌位知识。这既能增强学生的责任感，

又能培养学生应用课程知识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还能增强学生的专业自信。 
3.4 发展考核评价体系 
课程思政教学如希望得到切实优良成效应积极

搭建合理高效的考评机制，思政教学效果一般体现

于课件、课堂与教材等诸多方面，以助推学生积极

转变自身的专业学习态度、思想及行为活动等，所

以，就学生而言，可将“思政教育”有关内容融入

期末考试之中，这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同时

拓展学生知识面[5]。教师方面来说，为评估教师思

政教学要求的执行情况，主要可以借助制定相关考

评方式，例如教师评教表、教学比赛及调查问卷等，

对教师的品德教育、人才教育及师德师风进行评估。

通过这些方法，使专业课程教师转变为课程思政宣

导者，学生不断向着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综合应用型

人才发展，进而使教师与学生获得真正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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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与当下热点问题相结合 
课堂上讲解专业知识时，可将当前社会焦点引

入教学之中，这样有助于获得学生更多的关注。举

例而言，讲授牙列过程中，可有机结合新闻中不断

有患者因为做了“美牙冠”而导致牙龈红肿、牙齿

疼痛的事例，及很多人选择口腔专业的原因是因为

“做假牙”赚钱多的问题，介绍专业的意义与价值，

让学生感受到能够正确的恢复患者牙列完整性自己

应觉得自豪，并且同样要认识到自己需担负的责任。 
3.6 启发式教学 
学生通过独立思考通常能得到更为深刻的印

象。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是引导者、领路人，

合理使用启发式教学，可以有效激发学生主动思考，

学习到更为深层次的专业知识内涵，同时也有助于

获得学生更好的肯定与认同。具体而言，教师可利

用提出具有引导性的问题，同时让多个同学进行回

答，同样还可选择将具有一定引导性的作业留到课

前或者课后，进一步促使学生独立思考，并有助于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3.7 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 
课堂教学具有时限性，可选择充分运用当前丰

富的线上资源，把课程思政所涉及的教学资源在互

联网上进行共享。例如分享优秀的牙体雕刻作品、

企业专家操作视频等，增加学习趣味性，获得学生

的关注；通过互联网平台，教师实现和学生良好互

动与交流，解答学生所遇到的问题，同时加深教师

与学生间的感情，且为学生创造更为有利的学习环

境。 
3.8 利用好第二课堂，深化其思政教育功能 
做好课堂教育的同时，还应积极开拓第二课堂，

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同样是“课程思政”的关键链环。

第二课堂的开展，主要可联合学工团体、学生社团

等共同开拓，例如组织“口腔技能大赛”，“口腔

知识宣教”等，使学生能够通过参与各种活动培养

团队协作意识，不断强化对核心价值观的学习与认

识。 
4 教学总结与反思 
课程思政主要是在各种课程学习中引入思想政

治教育，通过课堂教学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进

而提升学生的思政素质，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总而言之，职业院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加强课程

思政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养与就业率，也可以提升学校的教育质

量。因此，职业院校应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建设。 
《牙体解剖与雕刻技术》课程是口腔医学技术

专业的基础课程，在学生专业学习中发挥着奠基石

的作用。在牙体解剖课程中加强思政元素挖掘，融

入专业教学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口腔医学

技术专业岗位的必然要求，更是学生个人职业生涯

发展的需求。作为《牙体解剖与雕刻技术》课程的

教师，应积极通过相应办法把思政教育纳入至课程

教育之中，在传授知识时还需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

素养。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应注重课程教学目标与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结合，课程教学与创新精神培

养的结合，课程思政与职业精神教育的结合，课程

教学与培养社会责任意识的结合，以提升学生的创

新能力、职业道德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意识，为口腔

医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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