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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提高青年教师专业能力和教学水平的培训方法，以期建立完善的、针对性

强、可操作和易推广的口腔修复学师资培训体系。方法 对 2017—2020年入职的青年教师开展经

典书籍读书分享会、牙体预备数字化虚拟仿真操作技能培训、疑难病例讨论、集体备课、授课培训和

比赛、参与教学管理等一系列师资培训活动，通过不记名问卷调查，分析青年教师对培训活动的效果

评价，以及学生对青年教师授课的评价。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描述。结果 教研室 13位青年教师

均参与培训活动和问卷调查，他们对这6项培训活动的效果评价分别为4.27、4.36、4.42、4.25、4.05和
4.15分。其中经典书籍读书分享会和疑难病例讨论这两项活动最受欢迎，认可度为分别为 92.31%
和84.62%。培训成效方面，4位教师获高校教师资格，4位教师授课比赛获奖，学生对教师授课效果

评价均高于8.93分，青年教师牙体预备临床操作技能明显提高。结论 师资培训活动对青年教师的

理论知识、教学水平、临床能力和管理能力等方面有较大帮助，有助于其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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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raining methods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skill and
teaching ability of young teachers，so as to establish a perfect，targeted，applicable and easy⁃to⁃promote
training system for prosthodontics teachers. Methods A series of teacher training activities，including
reading club，digital virtual simulation training for tooth preparation，discussion on complex cases，
collective lesson preparation， teaching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eaching
management activities，were carried out for young teachers from 2017 to 2020. Based upon anonymous
questionnaires，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ining activities by young teachers and the
evaluation of young teachers by student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were mainly described by means，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Results All the 13 young teachers participated in the six training activities an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cores were 4.27，4.36，4.42，4.25，4.05 and 4.15，respectively. Among
these activities，reading club and discussion on complex cases were the most popular，with recognition of
92.31% and 84.62%，respectively. Four teachers were qualified as college teachers，and four obtained
awards in a teaching competition. The students′ evaluation on teaching performance of the young teachers
was higher than 8.93 points，and the tooth preparation skills of young teacher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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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

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1］。教师

是教学工作的领导者和指引者，是高校最重要的教

育资源，医学院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

医学生培养的质量［2］。口腔修复学是口腔医学的三

大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实验室技能

培训和临床实习三大部分。随着高等医学教育规模

的扩大，师资队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青年教师比例

增加，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口腔修复学教研室

青年教师（入职≤3年）比例约为 40%。青年教师由

于其学习能力强、观念新、可塑性强、有亲和力等，是

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的主力军。但他们同时存在教学

和临床经验不足，缺乏授课技巧，对复杂病例的整体

规划、治疗过程和远期预后的预判不足等问题。因

此，对青年教师的师资培训是口腔修复学教学的重

要环节。有效的师资培训有助于青年教师的快速成

长，并且能够起到承前启后、传承教学经验的作用。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口腔修复学教研室

组织开展经典书籍读书分享会、数字化虚拟仿真操

作技能培训、疑难病例讨论、集体备课、授课培训和

比赛、参与教学管理等一系列传帮带师资培训活

动，旨在树立青年教师终身学习的思想，提高其理

论水平、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操作技能，掌握有效

的教学方法，同时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管理能力；

建立相对完善、针对性强、可操作、易推广的师资培

训体系，从而提高口腔修复学的整体教学质量。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17—2020年入职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口

腔修复学教研室的 13位青年教师（男性 4名、女性

9名，平均年龄30.92岁）作为研究对象，包括10位博

士和 3位硕士，其中 9人入职为 1 ~ 3年，4人入职未

满1年。

二、研究方法

2020年 4月至 2021年 3月，总共开展 8次经典

书籍读书分享会、5次数字化虚拟仿真操作技能培

训、7次疑难病例讨论、2次理论集体备课、2次授课

培训和1次讲课比赛，具体培训如下：

1. 经典书籍读书分享会：大家共同选定口腔修

复学经典原文专著进行分章节研读，包括活动义

齿、固定义齿和咬合重建等，每人负责数个篇章，自

主学习，每月举行 1次授课和讨论。读书会由教学

督导老师、教学主任、中级骨干和青年教师“三代

人”组成，每次先由 2名青年教师主讲，汇报原文专

著主要的理论知识、学习心得体会及相关研究等，

然后由教学主任针对该学习内容，组织开展相关病

例讨论，最后由高年资教师点评和总结。

2. 数字化虚拟仿真操作技能培训：牙体预备是

口腔修复学最重要的基本技能之一，为提高青年教师

的操作质量并积累实验教学带教经验，口腔修复学

教研室组织青年教师在数字化口腔技能训练及实时

评估系统（DHC210⁃S，苏州迪凯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上进行#21全瓷冠和贴面的牙体预备训练。此系

统具有可视化的标准教学演示，操作者可根据演示

自行操作训练，并能实时反馈和自行纠错。截至

2021年3月总共举行5次培训。青年教师训练后采用

系统的考试模式进行考核，结果评分达到85分结束

训练。

3. 疑难病例讨论：每月进行1次疑难病例讨论，

由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修复科主任主持，所讨论

病例由科室医生轮流提供，主要有多学科联合疑难

病例、复杂咬合重建病例、前牙美学高风险修复病

例、复杂种植病例、颞下颌关节紊乱病例、使用新技

Conclusion Teacher training activities are of great help to young teacher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teaching level，clinical competency and management ability，and contribute to their rapid
growth.

【Key words】 Prosthodontics； Young teachers； Teach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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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治疗病例和罕见病例等。病例讨论内容包括治

疗方案、治疗风险和预后、操作流程细节等，旨在分

享治疗经验、树立医疗规范、保证医疗安全、培养年

轻教师及医务人员等。每次讨论由主诊医生收集

和汇报病例资料，提出自己对病例的诊断与分析、

治疗方案及已查阅的相关文献资料等，如已完成病

例，分享治疗过程及效果，提出治疗经验与教训；如

未完成病例，提出该病例治疗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疑难之处或不确定因素等。然后，其他医生对病例

的诊断治疗等进行分析讨论，提出意见与建议，并

由教学督导老师进行病例点评与总结，最后主诊医

生记录讨论过程与结果并存档。根据入职时间不

同，每人参加3 ~ 7次。

4. 规范化集体备课：每学期开课前举行 1次理

论授课和 2次实验室教学的集体备课，参加人员为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教学督导、口腔修复学教

研室主任、所有参与口腔修复学理论教学和实验室

教学的教师及青年教师。备课由教学主任主持，老

师们共同研读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每位授课老师

展示教案或幻灯，说明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教学

手段、思政内容等，教学督导审定教学设计，教学秘

书记录整个备课过程。

5. 授课培训和授课比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

学院每年举办1 ~ 2次青年教师授课大赛，口腔修复

学教研室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加。为保证青年教

师授课的效果，口腔修复学教研室首先在赛前组织

青年教师观看全国口腔教育专委会组织的高水平

授课比赛视频，专家进行点评并传授授课经验；其

次，让教学经验丰富的高年资教师审核青年教师的

教案，从选题、导课设计、时间分配、重点难点、教学

方法和课程思政等方面进行针对性指导；随后，组

织青年教师在教研室内部进行赛前试讲，在场的所

有老师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教态、幻灯制作

和讲课技巧等逐一进行点评指导，并提出改进意

见；同时，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使专业内容与思

政有机结合。2020年，口腔修复学教研室已推荐4位
青年教师参加学院授课比赛。

6. 参与教学管理：让入职超过 1年的青年教师

从教学秘书做起，参与教学大纲制定与修改、课程

安排、教学活动设计和实施、考卷出题、试题成绩分

析、教改课题撰写和教学成果申报等；让入职未满

1年的青年教师参与各项日常教学活动的组织工

作、撰写活动总结等。

通过以上培训，逐渐安排入职超过 1年的青年

教师承担本科生临床实习期间的部分临床小讲课。

三、调查问卷设计

1. 青年教师培训效果调查：对13位青年教师进

行培训效果的不记名问卷调查，问卷共32题：1 ~ 29
题为单选题，分“理论知识、临床诊疗能力、教学能

力和管理能力”4个维度对6项培训活动效果进行调

查，每题1 ~ 5分，得分越高表示培训效果越好；第30
题为多选题，调查青年教师对 6个培训活动的认可

度；第 31 ~ 32题为主观题，了解青年教师对师资培

训活动的意见和建议，以更好地提升教学质量。

2. 学生对青年教师授课效果的评价：每次临床

小讲课结束后通过问卷星调查学生对青年教师授

课效果的总体评价（1 ~ 10分），分数越高，表示学生

对教师评价越好；为教师评分 9 ~ 10分的学生为推

荐者，7 ~ 8分的学生为被动者，0 ~ 6分的学生为贬

损者，计算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的净推荐值（net
promoter score，NPS），计算公式如下

NPS=（推荐者数-贬损者数）/总人数×100%。

四、统计学处理方法

使用 SPSS 26.0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平均数计

算青年教师对培训活动的效果评价以及学生对教师

授课效果的评价，采用频数、百分比统计青年教师

对培训活动的认可度，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不同

学历和入职时间的教师对6项培训活动的效果评价

进行统计分析，以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3位青年教师均完成问卷调查，硕士研究生学

历青年教师对各项活动的效果评价略高于博士研

究生学历青年教师，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入职未

满 1年与入职 1 ~ 3年青年教师的调查结果差异也

无统计学意义（表1）。故学历和入职时间的不同对

各项活动评价无影响，因此合并统计。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93，说明该量表具有很好的

可靠性。

一、青年教师对培训活动在各项能力培养方面

的评价

青年教师对经典书籍读书分享会、数字化虚拟

仿真操作技能培训、疑难病例讨论、集体备课、授课

培训和授课比赛以及参与教学管理这6项培训活动

在能力培养上的效果评价分别为 4.27、4.36、4.42、
4.25、4.05和4.15分（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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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教师对师资培训活动的认可度

13位青年教师一共选择32项认为有帮助的培训

活动，平均每人选择2.46个活动；其中，12位（92.31%）
和11位（84.62%）青年教师分别认为经典书籍读书分

享会和疑难病例讨论最有帮助。

三、师资培训成效

培训期间经典书籍读书分享会总共举行8次，完

成了《McCracken′s Removable Partial Prosthodontics》
（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学）第 12版［3］的学习。在学习

完该著作后，1位青年教师已参与可摘局部义齿的

本科理论授课（8学时），3位教师参加了研究生可摘

局部义齿专业英语培训。目前，读书会正在学习

《固定修复中的美学重建》［4⁃5］。

青年教师经过5次的数字化虚拟仿真操作技能

训练后，全瓷冠及贴面牙体预备评分明显提高（图1）。
经过一系列的师资培训，4位青年教师已顺利

通过中山大学新教师资格考核，获得高校教师资格。

6位青年教师参加了本科生临床小讲课（40 min），均
获得学生的一致好评（表3）。2020年中山大学光华

口腔医学院口腔修复学教研室4位青年教师参加学

院青年教师授课大赛，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各2名，

获奖率 100%。青年教师表示在获得荣誉的同时，

表1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口腔修复学教研室不同学历和入职时间的青年教师对各项培训活动的效果评价比较

项目

经典书籍读书分享会

数字化虚拟仿真操作技能培训

疑难病例讨论

集体备课

授课培训和授课比赛

参与教学管理

博士研究生（分）

4.17
4.23
4.30
4.23
3.97
4.10

硕士研究生（分）

4.61
4.78
4.80
4.33
4.33
4.33

t值

-0.59
-0.89
-0.68
-0.17
-0.47
-0.35

P值

0.57
0.39
0.51
0.87
0.65
0.73

入职＞1年（分）

4.17
4.22
4.27
4.22
3.94
4.17

入职＜1年（分）

4.50
4.67
4.75
4.31
4.32
4.13

t值

-0.48
-0.79
-0.72
-0.16
-0.55
0.07

P值

0.64
0.45
0.49
0.88
0.60
0.95

学历 入职时间

培训维度

理论知识

临床能力

教学能力

管理能力

总体评价

经典书籍读书分享会

4.46
4.38
4.19
-

4.27

数字化虚拟仿真操作技能培训

4.38
4.54
4.15
-

4.36

疑难病例讨论

4.54
4.39
-
-

4.42

集体备课

4.00
-

4.33
-

4.25

授课培训和授课比赛

3.92
-

4.08
-

4.05

参与教学管理

-
-
-

4.15
4.15

表2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口腔修复学教研室13位青年教师对各项培训活动的效果评价（分）

注：“-”表示未提及。

图1 某青年教师数字化口腔技能训练及实时评估系统操作评分界面 A：全瓷冠训练前；B：全瓷冠训练后；C：贴面训练前；D：贴面训练后。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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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强自己授课的自信心。

讨 论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口腔修复学教研室

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和青年教师自身情况，从职业素

养、专业知识、临床诊疗、教学和管理能力等方面入

手，开展了一系列师资培训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一、强化思想素养和道德素养

医学院校教师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新一代德才

兼备的医学人才。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口腔

修复学教研室从青年教师抓起，将立德树人落实到

临床技能培训、集体备课和授课培训等活动中，强

调树立“课程思政”的教学观，将育人意识、学科知

识素养、教育教学理论素养和教学能力培养有机结

合，融会贯通。

二、深化专业知识

口腔修复学理论知识是临床诊疗的指导与核

心，是所有口腔修复学教师必须深入学习和掌握

的［6］。口腔修复学教研室采用经典书籍读书分享会

的形式，组织青年教师共同研读、学习与讨论。通过

这个活动，青年教师不仅收获知识，提高其专业理论

水平，而且能够规范临床操作，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等；

对于中高年资教师而言，读书分享会既是对理论知识

体系的回顾与整理，又是对临床实践工作的检验与思

考。在读书分享会过程中，引入相关病例进行修复治

疗设计与讨论，理论与实践结合，从而更好地培养青

年教师的临床思维，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本研究调

查青年教师对各项培训活动的认可度，读书分享会的

认可度最高，12位（92.31%）的青年教师认为读书分

享会是最有帮助的学习活动。

三、提高临床操作技能及诊疗能力

口腔修复学属于实践操作性学科，所有的理论

知识都必须通过反复的实践才能应用于临床，特别

是有创的操作治疗。青年教师刚从医学院校转入临

床实践，操作经验不足，治疗风险增加。针对以上情

况，教研室多次安排青年教师进行数字化口腔技能

训练及实时评估系统操作技能培训。虚拟仿真教学

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基于数字化软件技术、虚拟3D
视觉效果和触觉技术平台的教学模式，能够实现可

视化的标准教学演示、一对一的即时指导以及客观

统一的实时考核评估［7］，系统内置标准教学模块，操

作者根据系统指引可以达到自我训练和自我提升，

尤其适用有一定基础的青年教师的技能训练。本研

究发现通过数字化口腔技能训练及实时评估系统的

系列培训活动，青年教师不仅增强了临床实践操作

能力，增强其接诊能力和为患者提供高质量医疗服

务的自信心，而且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实验室教学方

法和教学经验，知晓了学生常见操作错误及解决方

法，为后续的教学活动打好坚实的基础。但是口腔

修复学教研室使用的数字化口腔技能训练及实时

评估系统的校准过程技术敏感性较高，部分操作者

校准时出现误差，致使系统反馈的数据不能真实反

映操作者牙体预备实际情况，故这部分操作者对该

设备的认可度不高。

病案教学法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

教学法，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已得到大家的广泛认

可［8⁃10］。病例讨论属于病案教学的一种，是将理论知

识转化为临床思维的医学教育模式，是每个医师在

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学习过程。病例讨论有利

于医生临床思维、学习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

高，是青年教师毕业后继续教育的重要方式［11⁃12］。病

例讨论是循证医学与经验医学的有机结合，主诊医

生通过对病例资料的收集回顾与相关文献资料的

检索查询，加深了对同类病例治疗方案和效果的理

解，同时培养了其临床思维能力。本研究中 11位

（84.62%）的青年教师认为疑难病例讨论能够增长

专业理论知识、提高临床思维、丰富临床经验和规

范临床操作。所以对青年教师而言，病例讨论是间

接积累临床经验的有效途径，既有利于提高其临床思

辨能力，使其在医学之路快速成长，又有利于病例资

料的长期积累，为其日后的教学工作提供强有力的

帮助。

四、提升教学能力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口腔修复学教研室主

要从教学设计、教案制定、授课方法与技巧和语言表

达能力等方面入手，着力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鼓励青年教师将所习得的教学能力付诸实际教学

表3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学生对口腔修复学教研室6位
青年教师临床小讲课的评价

授课教师

教师1
教师2
教师3
教师4
教师5
教师6

授课次数

3
2
2
2
1
2

平均分

9.30
8.93
9.40
9.25
9.48
9.57

NPS值（%）

78.28
67.39
83.37
81.94
87.09
8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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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例如让他们参加临床小讲课的授课，这是

青年教师走向讲台，转变角色的第一堂课。在本研

究中，青年教师普遍认为通过授课培训和授课比

赛，他们在语言表达能力、教学经验、教学设计和幻

灯制作水平方面提升很大，因此评分较高。但由于

授课内容较少，该项活动对于他们对整个《口腔修

复学》专业理论知识、教学大纲的理解提高有限，故

评分不高。

集体备课利于发挥教师集体智慧，做到知识共

享，增强教师合作执教意识和凝聚力；青年教师通

过集体备课，可以相互汲取教学经验，拓展教学思

路，提高教学效果［13］。在培训活动对能力培养的效

果评价中多数青年教师认为集体备课能够改善教

学设计、明确教学大纲和重难点，并且有利于梳理

教案。但在对所有培训活动认可度的调查中没有

人选择集体备课，这可能是因为 13名青年教师中，

仅 1人有教师资格证，其他教师目前未正式安排本

科生理论授课，因此备课经历较少，集体备课时他

们以观摩学习为主，较少参与讨论，参与感不强，因

此认可度最低。

五、培养管理能力

除了培养师资力量强大的教师队伍，我们还需

要有优秀的管理人才，为了青年教师能够在医教研

管等方面获得全方位发展，口腔修复学教研室放手

让青年教师参与教学管理全过程，深入挖掘其管理

能力。教学秘书是教学管理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其

工作内容比较繁琐，经常需要与各职能部门打交

道，需要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较强的时间管理

观念。教学秘书的工作能力直接或间接影响整个

教研室的教学管理秩序［14］。在本研究中，多数青年

教师认为参与教学管理有利于培养其教学组织管

理能力，增强其作为教师的责任心和神圣感。

综上所述，培养优秀的口腔修复学教师是一个

细致和漫长的过程，需要教研室所有老师共同努

力。这种传帮带的互助方式不仅可以搭建相互交

流学习的平台，还能提升各个层次教师成长的空

间，促进教师的可持续发展。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

学院口腔修复学教研室开展的 6项师资培训活动，

对青年教师的理论知识、临床能力、教学水平和管

理能力等方面的提升有较大帮助，得到了他们的认

可。但由于部分培训活动开展时间不长，参与培训

的教师数量有限，因此如何建立更完善的青年教师

培训模式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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