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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预防医学》课程标准 
课程编码：KY012 

课程名称：口腔预防医学                       

课程类型: 专业临床课 必修考试课 

总 学 时：32    学分：2    理论课学时：24    实践学时：8    开课学期：6 

适用对象: 口腔医学专业（高本贯通） 

一、课程任务与性质 

 口腔预防医学是口腔医学专业必修临床专业课，也是我国执业口腔医师必考内容。本课程的内

容涉及到口腔医学各个方面，通过预防或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能够促进口腔的健康与功能

的发挥、提高整个社会口腔健康水平，它关系到能否保存健康牙列，维持口腔结构，使口腔尽可能

长期处于一种适当的健康状态。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口腔预防医学知识，提升学生口腔医疗服务质量，培养

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并为临床口腔医学的学习及毕业后继续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本课程应注重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之能够胜任口腔预防工作。 

二、课程教学总目标 

本课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理论学习、校内实验以及生产实习等环节的学习，提高学生对口腔常

见疾病的预防保健能力，培养学生开展口腔卫生保健工作的能力，树立“治未病”的理念，为口腔

常见病防治工作、卫生宣传教育奠定基础。通过课程思政案例的运用，围绕高职教材，从国家政策、

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律法规、医德医风等方面融入素材，进行教学设计，以讲故事、说案例、

赞医术、究操作等方式，分层递进，由易到难，逐层递进，全方位培养学生爱党爱国情怀、爱岗敬

业勇于奉献的职业精神以及医生的职业素养。 

（一）思政目标 

1.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医学生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理念。 

2.培养学生身为一名医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爱岗敬业勇于奉献的职业精神。 

3.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 

（二）知识目标 

1. 使学生理解并牢固掌握口腔疾病三级预防的相关理论知识。 

2. 通过学习龋病、牙周病的预防保健知识，减少口腔常见病的发生，提高全民的口腔健康意识。

通过感染预防与控制的学习，减少口腔治疗过程中疾病的感染与传播。 

3. 了解学科的发展方向。 

（三）能力目标 

1. 运用本专业学习的知识，能进行口腔预防保健知识的推广宣传 

2. 逐步认识推广口腔预防保健的重要性，并用所学的知识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发展。 

3. 使学生巩固和消化理论知识，培训基本操作技能。 

（四）素质目标 

1. 医德医风强化贯穿始终，注重人文关怀。 

2. 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3. 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立业能力。 

三、教学内容与要求 

本课程课时 32学时，理论 24学时，实验 8学时，学分 2学分，为必修课，第四学期开设。详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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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学内容与要求 

单元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与参考 思政元素与融入方式 

参考学时 
是否
1+x 理论 实践 

1 
第一章 
绪论 

掌握：口腔预防医学的定义；三级预防的定
义、策略和途径 
熟悉：口腔预防医学的研究范围与研究内容 
了解：口腔预防医学的发展历史及前景 

情境教学法 
案例分析 

弘扬爱国情怀及民族自豪感，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早在《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圣人
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以及“未
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的思想，中
医“治未病”的思想与现在预防医学的三级
预防理论是相通的。展现祖国传统医学的历
史悠久和博大精深，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1  否 

2 
第二章 

口腔流行病
学 

掌握：口腔流行病学的概念、作用与方法；
龋病流行病学指数；牙周病流行病学指数 
熟悉：口腔健康状况调查的目的、常用方法 
了解：其他口腔疾病的流行情况；调查数据
的整理和统计分析 

病例分析 
情境教学法 
直观演示法 
分组练习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中西部
地区儿童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的介绍，让学
生了解祖国为人民健康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并获得的重大成果，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和家国情怀和身为一名口腔医生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树立学生爱国、敬业的价值准则） 

3  否 

3 

实训： 
口腔健康调
查及口腔健
康教育 

掌握：口腔健康调查的相关理论知识及口腔
健康教育的方法 

直观演示法 
分组练习 

培养学生人文关怀的医疗理念和团队协作
能力（学生小组为单位互相检查、互相填表、
互相进行口腔健康教育，每一个人都分别充
当并体验医生、患者、记录者等多种角色，
在此过程中让学生仔细体会充当不同角色
时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当时的体会，尤其是
充当患者、被检查时的感受；激发学生自发
的在操作过程中注重爱伤意识及人文关怀） 

 2 否 

4 
第三章 

龋病的预防 

掌握：龋病的危险因素及预防方法 
熟悉：龋病的预测方法及早期诊断 
了解：龋病的发病特点 

讲授法 
探究教学法 
病例分析 
情境教学法 

树立医学生以人为本“个性化”、“定制化”
的服务理念（选取北京大学口腔预防保健科
在 40 年前连续多年为患者拍摄的窝沟封闭
的照片作为案例，设计具有正确价值观的思
辨问题，在课前发给学生,给学生课前思考
的时间。课上引导学生讨论，让学生意识到
医生优良的医德医风、精湛的医术都是敬业
的表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否 



 

 3 

5 
实训： 
窝沟封闭 

掌握：窝沟封闭的操作方法和步骤 
熟悉：窝沟封闭的注意事项 

直观演示法 
分组练习 

培养医学生细致、谨慎的工作态度（医护人
员的人性化服务体现在每一个细微之处,往
往一个微笑、一句温暖的语言、一个得体的
抚摸可起到药物无法替代的作用。提醒学生
操作过程一定要抓住临床诊疗过程中细节，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并要认真注重每一个
细节！这样才能取得精湛的医疗技术） 

 2 否 

6 
实训： 

氟化物的应
用 

初步掌握氟化物防龋的应用 
直观演示法、分

组练习 

在学生操作过程中锻炼医学生医患沟通能
力培养医学生的爱伤意识和强化人文关怀
理念 

 2 否 

7 
第四章 

牙周病的预
防 

掌握：牙周病的始动因素、牙周病的分级预
防，菌斑控制的机械方法；常见的局部危害
因素及其控制方法，刷牙的方法及应注意的
问题，牙线的使用方法 
熟悉：牙周病的局部促进因素，菌斑控制的
药物方法；牙周病相关的全身因素，牙间刷
等其他牙间隙菌斑去除方法 
了解：牙周病的全身影响因素，菌斑显示的
目的 

讲授法 
讨论法 

探究教学法 

培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介绍“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引导学生认识到口腔医生
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突出重点、统筹资源，全面提升
我国口腔健康水平，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4  否 

8 
实训：菌斑
显示、自我
口腔保健 

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及牙线的使用 
直观演示法 
分组练习 

增强职业认同感和责任感，激发起学生的职
业荣誉感（课堂模拟宣教，在实操的过程中
让学生带入到口腔医生这个角色中来，从而
让学生有医生的体验感，增强职业认同感和
责任感，激发起学生的职业荣誉感） 
 

 2 
否 
 

9 
第五章 

错颌畸形的
预防 

掌握：错畸形的病因；错颌畸形的早期预
防；缺隙保持器的类型、适应证；错颌畸形
治疗中的口腔保健 
熟悉：错颌畸形的预防矫治 
了解：错颌畸形的阻断性矫治 

讲授法 
病例分析 

树立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微笑列车项目由国
家卫生部和中华口腔医学会和美国微笑列
车基金会共同合作，自 1999年起，完成 38
万例免费手术，有效地提高了我国贫困唇腭
裂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一项目是一个集政府
机构、医疗单位、慈善团体多部门大协作的
最具规模的全国性慈善项目） 

2  否 

10 
第六章 

口腔其他疾
掌握：口腔癌常见的发病原因和主要预防措
施；儿童牙外伤的常见原因及预防措施；酸

讲授法 
病例分析发 

培养医学生以人为本“治未病”的医疗理念
（在 2004 年，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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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预防 蚀症的常见原因 
熟悉：常见口腔癌的种类及预后；牙外伤的
基本处理原则；酸蚀症的治疗措施 
了解：口腔癌的治疗现状 

探究教学法 定为 1 级致癌物，以厦门全面禁售槟榔为
例，展示了厦门为我国闽南地区口腔癌症的
防治工作做出的模范先锋作用。再次展示
“治未病”这一中国传统医学理念） 

11 
第七章 

特定人群的
口腔保健 

掌握：特殊人群口腔保健的基本内容 
熟悉：老年人的口腔保健；中小学生口腔保
健服务 
了解：特定人群口腔保健的基本需求 

讲授法 
情境教学法 
翻转课堂 

培养医学生对特殊人群的关爱，树立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从“全国爱牙日”的设立，到
对妇、幼、老、残各类人群的关注，引导学
生深入理解我们的祖国为人民健康所倾注
的心血和力量，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和谐社会”的意义） 

2  否 

12 
第八章 

膳食营养与
口腔保健 

掌握：营养与龋病的关系 
熟悉：钙、磷、维生素 D与口腔健康；糖摄
入与龋病的剂量反应关系 
了解：与营养不良有关的口腔表征；口腔疾
病防治中的合理营养的理念 

讲授法 
情境教学法 
翻转课堂 

树立“健康中国、营养先行”的理念（自
2017年开始，两会期间开展“健康中国人”
系列圆桌会议，提出“健康中国、营养先行”
理念。通过我国开展的营养干预行动，引导
学生深入理解我们的祖国为人民健康所采
取的努力，理解“大健康中国”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的远大目标，更加重
视膳食营养与口腔疾病之间的关系） 

1  否 

13 
第九章 

口腔健康教
育与促进 

掌握：口腔健康教育与促进的原则 
熟悉：口腔健康教育的概念与方法；口腔健
康促进的概念和任务  
了解：口腔健康计划；口腔健康评价 

情境教学法 
案例分析 

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表达能力（通过
我系近年来 9.20 爱牙日活动、校园健康宣
教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及语言
表达能力，并向同学们展示身为一名口腔医
学生，能够为身边的人、进一步为社区、为
社会都能够做哪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而强
化同学们身为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  否 

14 
第十章 

社区口腔保
健 

掌握：社区口腔的基本概念；社区口腔保健
的基本内容。 
熟悉：社区口腔保健模式的实践；初级口腔
卫生保健的形式。 
了解：WHO倡导的基本口腔保健。 

讲授法 
案例分析 

爱岗敬业、勇于奉献的职业精神（教师通过
对牛东平医生的事迹讲解，让学生们体会到
他为发展农村口腔保健事业作出的贡献。学
生可采取分组谈论，个人案例总结等方式，
谈谈自己对榜样的理解。从中体会到 80 年
代基层口腔工作者的不易，不计较个人利益
全心全意为群众奉献，克服困难，坚忍不拔。
用强大的意志品质，开创了农村口腔保健事
业的先河，成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拓荒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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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鼓励学生以牛东平医生为榜样，继续传
承口腔医务工作者舍己为人、敬业奉献的精
神，增强学生的职业责任感与荣誉感。为祖
国口腔医学事业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5 

第十一章 
口腔医疗保
健实践中的
感染预防与

控制 

掌握：医院感染性疾病的定义及分类，感染
传播途径，灭菌消毒的概念，高压蒸汽灭菌
法 
熟悉：医院感染的概念 
了解：口腔诊室内的消毒 

案例分析 
情境教学法 

培养学生严谨的感染防控意识（2020年 2
月武汉疫情期间，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共有
849名护理人员参与门、急诊工作，共接诊
门、急诊患者 1905人次，却最终做到零感
染的事迹，让同学们认识到感染防控的重要
性）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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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实施与建议 

（一）教学方法 

在教学内容设置上，除了让学生掌握口腔预防医学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外，着重培

养学生的创新理念。把学生做为教学的主体，坚持全程渗透素质教育、个性化教育的现代教育

思想和观念。 

在教学方法采用上，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灵活利用讨论式、案例式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

法，灵活运用和组合视频录像、电子幻灯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发挥信息化教学的特点和优势，

着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把握好从书本知识转变为技能循序渐进的步骤，将实验课与理论课并

进，以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 

通过理论学习、教师示教和模型练习，训练学生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和口腔临床预防技术的

基本技能，强化巩固口腔社会医学的理论知识。根据培养要求设立不同的实习内容，实验课设

计遵循从理论到实际、倡导学生自主式学习。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时安排，本课程将口腔流行病学、口腔临床预防技术及社会口腔医学作

为核心内容，是课程的主体框架，要求教师必须利用各种手段，在课堂上讲深讲透这些学生必

须学会的内容；将与核心内容密切相关的内容如口腔流行病学、氟防龋、窝沟封闭、口腔健康

教育与促进、医疗感染的预防和控制等章节作为重点内容。 

（二）教学资源 

1.主教材： 

李月，吕俊峰主编《口腔预防医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1年。 

2.参考教材（辅助教材）： 

（1）《口腔助理医师考试指南》等系列职业医师考试用书。 

（2）冯希平主编《口腔预防医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0年。 

（3）徐韬，郑树国主编《预防口腔医学》，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21年。 

3.在线学习资源 

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资源： 

人卫慕课——《口腔预防医学》，上海交通大学 

http://www.pmphmooc.com/#/moocDetails?courseID=18226 

教学团队建设资源： 

超星学习通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校内平台——《口腔预防医学》 

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urse?moocId=206898864&clazzid=139

50570&edit=true&v=0&cpi=61542789&pageHeader=0 

校本红色教育资源：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于维汉纪念馆 

4.实验实训资源：  

多媒体教室：教学中常采用的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工具。 

口腔临床模拟实训室：配备口腔临床模拟系统和进口的日进仿头模，为口腔临床专业学生

在模拟真人的实习系统上进行训练。 

口腔临床实训室：配备有先进的综合治疗椅；供学生进行临床操作训练。 

表 2 口腔医学专业《口腔预防学》实训设备情况一览表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用途 

1 牙科仿头模操作系统 模仿临床各项操作 

2 牙科综合治疗机 模拟临床诊室进行各种治疗 

http://www.pmphmooc.com/%23/moocDetails?courseID=18226
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urse?moocId=206898864&clazzid=13950570&edit=true&v=0&cpi=61542789&pageHeader=0
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urse?moocId=206898864&clazzid=13950570&edit=true&v=0&cpi=61542789&pageHead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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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刷牙模型 用于演示教学 

4 光固化机 窝沟封闭治疗 

五、课程考核与评价 

课程评价包括教师授课质量评价和学生学习效果评价两部分。教师授课质量评价主要为过

程性评价，通过教师授课质量控制，如预讲、集体备课和专家听课等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则是终结性评价，理论考试采取题库出题，教考分离的办法，尽可能全面

地评估真实学习效果，同时考核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平时成绩 10％，

理论考核 70%，实验操作 20%。 

表 3 口腔预防医学实训考核与评价 

序号 实验项目 权重% 评价分值 考核方式 

一 实训：窝沟封闭与氟防龋措施 50 10 按照“一口清，一手精”的
要求，对各实训项目实行操
作与口答同步的考核方式 

二 实训：自我口腔保健 50 10 

 合计 100 20 

 

（编写：衣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