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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合一” 机制下SST教学模式在口腔预防
医学课程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陶　冶１　倪成励１　吴映燕１　汪　婧２

(１．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口腔医学院, 安徽 合肥２３０６０１;２．合肥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 安徽 合肥２３０６０１)

【摘要】口腔预防医学是口腔医学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其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效

果.“院院合一”机制下情景模拟(SST)教学模式是一种创新型的教学方法,其在口腔预防医学课程实践教学中可发

挥显著的作用,有助于提高教学水平,提升医学生的学习成绩及其综合能力.教师通过采用“院院合一”机制下情景模

拟教学模式,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较传统教学模式显著提高,笔者认为可推行并应用于口腔医学专业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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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以及医疗水平的发展，医学

专业的教学模式越来越科学化、实践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 教 学 质 量。 情 景 模 拟 (Scenarios SimulationＧbased

Teaching,SST)教学模式是一种创新型教学模式，其结合了

情境教育与模拟教学演变而成。 SST教学模式中，教师根

据现实场景、人物与事件进行高仿模拟，并让学生扮演不同

的角色，以达到锻炼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 SST教学

模式是一种让学生参与实践的教学方式，其为学生提供了参

与实践的机会，打破了理论与实践的界限，其更注重学生应

变能力与综合素质的提升，是培养人才的有效方法。“院院

合一”机制下的SST教学模式，能够充分利用学校教师与

医院医师的资源，使课堂教学与临床实践得到有效结合，能

够获得显著的教学效果。 本研究为了进一步分析“院院合

一”机制下SST教学模式在口腔预防医学课程实践教学中

的应用效果，以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口腔医学院二年级的

８２名口腔医学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将两种教学模式及效

果展开对照分析，旨在明确“院院合一”机制下SST教学模

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提高口腔预防医学课程教学质量提

供参考。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口腔医学院２０２２年

９月～２０２３年２月的二年级的８２名口腔医学专业学生为研

究对象，根据不同教学模式将其分为传统教学组与SST教

学组，每组４１名学生。 传统教学组，２２名男生，１９名女

生，年龄２０～２５(２２．１７±１．３９)岁；SST 教学组，２３名男

生，１８名女生，年龄２０～２５(２２．２０±１．３７)岁。 笔者将两组

一般资料进行比较，P＞０．０５。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年龄２０～２５岁；(２)具备一定的口腔医

学基础知识；(３)可接受问卷，清楚问卷调查的目的；(４)对

研究知情且同意。

排除标准：(１)因病假、事假无法完成学习任务；(２)无

法准确表达个人意愿；(３)不愿意配合研究，依从性较差。

１．３　研究方法

两组医学生均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学习任务。 教研组

先制订教学计划，再由具备一定资历的教师分别进行教学。

教学前，口腔医学院采取专题讲座、集体备课、研讨等方式

对教师进行培训，以提高教师对教学方法的理解，掌握教学

方法的应用。

传统教学组：采取传统教学模式。 教师对医学生进行

常规的讲授式教学，教师依据教学大纲内容，借助多媒体设

备，自制多媒体课件，讲授口腔预防医学的相关理论知识。

实践课上，由教师先对理论知识点进行讲解，再通过模型等

教学工具进行操作示范，最后由医学生进行操作练习。

SST教学组：采取“院院合一”机制下SST教学模式，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１)“院院合一”：口腔医学院与医院建

立联动合作模式，口腔医学院将口腔医学专业的教师下派到

附属口腔医院的临床科室，以此提高教师的临床实践能力；

口腔医学院邀请合肥市口腔医院从事口腔预防工作的临床科

室的医师到口腔医学院进行授课；(２)SST教学方法：①课

前准备：教师根据口腔预防医学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牙体

病、牙周病、黏膜病等常见疾病的典型案例，确保案例的适

用性和结合性，既和临床实践结合，又符合教学大纲内容，

且难易适中，使不同水平的医学生均能理解、掌握，以调动

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教师提前将案例及相应的知识点制

作成PPT、短视频教学材料，发放给医学生，要求医学生提

前预习，并自行查阅资料补充知识点。 ②课堂教学：教师

根据临床实践场景进行现场模拟教学，模拟临床诊疗场景，

并准备好诊疗过程中所需的各类仪器、设备等。 教师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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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分组，根据SST教学的不同角色将学生进行合理

分配，确保所有医学生均参与其中。 由学习成绩较好的医

学生扮演医生，学习成绩一般的医学生扮演患者。 教师提

前一周布置SST教学任务与角色安排，要求医学生做好课

前预习与演练，医生扮演者提前了解相关疾病的病因、症状

表现、治疗方法等知识，患者扮演者则准备好需要咨询的问

题。 现场模拟演练时，教师予以适当地指导，尽可能地还

原真实的临床实践场景。 现场演练过程中，要求医生扮演

者能够独立采集患者的病历资料，对患者进行口腔检查，结

合患者的临床症状、影像学资料等进行诊断，并给出合理的

治疗方案；同时，要求医生扮演者能够对患者扮演者的提问

予以正确的解答。 模拟演练结束后，教师对医学生的表现

进行点评，并提出相应的指导意见，课后让医学生进行反

思，以不断完善情景模拟计划。 ③课后反思：教师根据医

学生的学习情况，适当地对教学内容与方向进行调整，以达

到持续改进教学方法的目的。

１．４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医学生的考核成绩、学习效果、个人综合能

力、职业抱负评分、教学满意度。 (１)考核成绩：在两组教

学完成后进行统一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实践技

能、病例分析，各项总分均为１００分，得分越高越好；(２)

学习效果：在两组教学完成后对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

内容包括掌握专业知识、提高学习兴趣、提高病例分析能

力、掌握医患沟通技巧，然后统计各项的百分比；(３)个人

综合能力：在两组教学完成后对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

内容包括自学、交流、表达、理解、解决问题的能力，各项

总分均为１００分，得分越高越好；(４)职业抱负评分：在两组

教学开始前与教学完成后对医学生进行评估，参照职业抱负

量表进行评分，内容共８项，采取５级评分法(０～４分)，总

分３２分，评分越高越好；(５)教学满意度：在两组教学完成

后对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总分１００分，根据评分结果分为

满意(≥９０分)、一般(６０～８９分)、不满意(≤６０分)，教学满

意度＝(满意＋一般)人数/总人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教师采用SPSS２２．０软件，计数资料以％表示，进行x２

检验；计量资料以(±s)表示，进行t检验，P＜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两组医学生的考核成绩对比

SST教学组理论知识、实践技能、病例分析的考核成绩

高于传统教学组，P＜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医学生的考核成绩对比(±s,分)

分组 人数 理论知识 实践技能 病例分析

传统教学组 ４１ ８２．７５±５．３２ ７８．５１±６．４３ ６４．２５±７．２３

SST教学组 ４１ ９１．６９±６．８３ ８８．５２±６．８９ ８５．８４±７．００

t值 — ６．６１２ ６．８０１ １３．７３７

P值 —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１

　　２．２　两组医学生的学习效果对比

SST教学组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提高学习兴趣、提高

病例分析能力、掌握医患沟通技巧的百分比高于传统学组，

P＜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医学生的个人综合能力对比

SST教学组自学、交流、表达、理解、解决问题的能力

评分高于传统教学组，P＜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两组医学生的学习效果对比[n(％)]

分组 人数 掌握专业知识 提高学习兴趣 提高病例分析能力 掌握医患沟通技巧

传统教学组 ４１ ３３(８０．４９) ３０(７３．１７) ２８(６８．２９) ３０(７３．１７)

SST教学组 ４１ ３９(９５．１２) ３７(９０．２４) ３６(８７．８０) ３７(９０．２４)

x２ 值 — ４．１００ ３．９９８ ４．５５６ ３．９９８

P值 —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６

表３　两组医学生的个人综合能力对比(±s,分)

分组 人数 自学 交流 表达 理解 解决问题

传统教学组 ４１ ７３．４６±５．２１ ７４．３４±６．６５ ７０．１２±５．５７ ６３．７８±４．８５ ６１．４７±５．３８

SST教学组 ４１ ８８．６３±６．８２ ８９．３７±７．１７ ８５．３２±６．６２ ８０．４６±６．１５ ８７．０３±６．８１

t值 — １１．３１８ ９．８４１ １１．２５０ １３．６３６ １８．８５８

P值 —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２

　　２．４　两组医学生的职业抱负评分对比

SST教学组教学后的职业抱负评分高于传统教学组，P

＜０．０５，见表４。

２．５　两组医学生的教学满意度对比

SST教学组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高于传统教学组，P＜

０．０５，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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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医学生的职业抱负评分对比(±s,分)

分组 人数 教学前 教学后

传统教学组 ４１ １４．７６±２．６９ １７．６０±３．７１

SST教学组 ４１ １４．７２±２．７３ ２５．９１±４．０６

t值 — ０．０６７ ９．６７５

P值 —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３

表５　两组医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对比[n(％)]

分组 人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教学满意度

传统教学组 ４１ １９ １５ ７ ３４(８２．９３)

SST教学组 ４１ ３２ ８ １ ４０(９７．５６)

x２ 值 — — — — ４．９８６

P值 — — — — ０．０２６

３　研究讨论

口腔预防医学是口腔医学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其

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学

生今后在临床工作中对临床口腔疾病的防治措施的实施。

口腔预防医学课程实践教学对丰富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理论

知识、提高学生临床实践技能均有显著意义。 实践经验也

证实，有效的教学模式能够显著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提升

医学生的学习效果与综合能力。

如何创新教学模式，让医学生的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有

效结合，提高临床实践教学质量，成为医学院校教师需要解

决与探讨的焦点话题。 近年来，医学院校的医学教学模式

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传统的理论教学为主转变为理论和

实践结合的综合教学模式；从以教师为主导转变为以学生为

主导；更加注重对医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SST教学模式

通过创建不同的临床实践场景，不仅加深了医学生对临床工

作的体验感，也能培养医学生的职业情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SST教学组理论知识、实践技能、病

例分析的考核成绩高于传统教学组，SST教学组医学生的各

项考核成绩均更高，这说明“院院合一”机制下SST教学模

式能够进一步提高医学生的考核成绩。 SST教学组医学生

掌握专业知识、提高学习兴趣、提高病例分析能力、掌握医

患沟通技巧的百分比高于传统学组，可见SST教学组医学

生的学习效果得到了更显著的提升。 SST 教学组学生自

学、交流、表达、理解、解决问题的能力评分高于传统教学

组，这说明SST教学组医学生的综合能力更强。 笔者分析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认为其与“院院合一”机制下SST教

学模式中教师更注重对医学生实践技能与综合素养的培养有

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院院合一”机制下SST教学模式在口腔预

防医学课程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其可提高医学生的

学习效果以及学生的综合能力，还能提升医学生的职业抱

负、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高，值得被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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