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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本科生《口腔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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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口腔微生物学是口腔基础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研究口腔微生物微生态、口腔感染性疾病发病机制、

口腔微生物与全身健康的关系，是口腔医学本科生重要的必修课。本教学团队近年来针对《口腔微生物学》课程的理论教

学与实验室教学进行了改革，将“三全育人”引入课堂实践，通过分章节提炼核心知识点，并以核心知识点为基础，融入临床

问题进行探究性教学，结合实验操作启发学生以科学研究解决临床问题的思维，提高了本科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问卷

调查方法评价教学效果，表明学生学习兴趣、对新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较高，同时课程考核成绩也显著提升。说明《口腔微

生物学》教学改革方案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升了学习兴趣和成绩，得到学生的好评。本文将从三方面介绍

课程改革内容与体会，深入探讨课程思政、创新教材、教学模式等对口腔医学生培养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全面提升《口腔

微生物学》课程建设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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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al  Microbiology is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basic  science  of  stomatology  and  an  important
compulsory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stomatology, focusing on the oral microbiology and microecology, the
pathogenesis of oral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al microbes and human health. Our faculty team
have  made  reforms  of  the  theory  and  laboratory  teaching  of  the  course Oral  Microbiology.  We  have  introduced  in  the
classroom the concept of Three Comprehensive Approaches to Education—the full involvement of everyone, the through-
course approach and all-round education—and offered inquiry-based instruction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extracting the
core information from every chapter, using the core information as the foundation, integrating the core information with
clinical  problems,  and  using  experiment  operation  to  foster  in  the  students  an  attitude  of  solving  clinical  problems
through research.  These  teaching innovations  improved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We evaluated
the teaching effect with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students showed high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were  satisfied  with  our  teaching  innovations.  In  addition,  stud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r  the  course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dicating  that  the  instructional  reform  program  of Oral  Microbiology was  conducive  to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the course content,  improved student motivation to learn and their grades, and
received  positive  reviews  from  the  students.  We  report  herei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urse  innovations  and  the
experiences gained. We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and  using  innovativ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models  and,  highlighted  their  importance  in  the  education  of
stomatology students, and proposed suggestion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urse design of Oral Micro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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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世纪末，荷兰科学家安东尼 · 范 · 列文虎克

（LEEUWENHOEK）通过自制显微镜在人的牙齿上首次

发现微生物，医学发展便从宏观走入了微观[1]。200年后，

著名的口腔微生物学专家W.D. MILLER首次提出口腔细

菌通过代谢饮食中碳水化合物产生酸是引起龋病的主要

原因[2]。口腔微生物与疾病的关系受到广泛的关注，尤其

是近年来口腔微生物的异位定植成为加重或诱发全身疾

病的主要原因 [3 ]。目前研究发现口腔常见微生物多达

700余种，在口腔疾病以及全身系统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

具有重要作用[4-5]。随着人们对口腔微生物认识的提高，

口腔微生物学取得迅速发展，它是口腔微生物感染性疾

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学科。《口腔微生物学》课程是口腔医

学本科生重要的必修课，是了解口腔微生物之间以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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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微生物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专业基础课程。教

学团队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引入课程思政，改革教学模式，

并以临床为指导，增强口腔医学生社会责任感，调动口腔

医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临床认知及判断力，取得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 

1     将“三全育人”融入《口腔微生物学》教
学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

根据2018年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建设要求和管理办法（试行）》文件精神，

教学团队将专业课思政化，把思政育人融入专业课教学

的全过程。思政教育融入医学专业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举措，也是提升教学效果的有效措施。教学团队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讲话精神，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口腔微生物学》课程

教学的中心环节，做到教材思政、课堂思政、实践思政。

积极挖掘口腔微生物学课堂教学与实验课程中思政的融

合点，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引入典型案例等方面，将

口腔微生物学专业课程思政与高校本科生思政课程并

行，形成协同效应[6]。

教学团队在《口腔微生物学》授课过程中，适时融入

课程思政教育内容。如：通过介绍列文虎克、巴斯德、科

赫、李斯特等微生物学史上著名专家的研究事迹，培养学

生对微生物学的兴趣，体会早期微生物学开拓者追求真

理的纯粹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阻断新冠病毒经口腔传

播的防治策略，引入我国著名医学微生物专家伍连德防

疫抗疫的事迹。他深入东北疫区研究肺鼠疫传播特点，

发明防止飞沫传染的“伍氏口罩”，提出的阻断交通、隔离

疫区的防疫措施至今仍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借鉴[7]。通

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案例，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教学团队在课堂教学时引入《氾胜之书》中记载我国古代

劳动人民利用微生物来提高土壤肥力、《战国策》中记载

“仪狄造酒”的酿酒典故、《齐民要术》中记载酿酒、制醋、

制酱等食品酿造方法等经典案例，让学生们了解古代先

贤应用微生物的历史故事，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使

学生从专业课程中体会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的

必要性。通过讲述我国著名的医学微生物学家汤飞凡教

授首次应用鸡胚卵黄囊接种法，成功从患者的眼结膜中

分离培养沙眼衣原体，推翻了沙眼的“细菌病原说”和“病

毒病原说”的传奇故事，培养学生创新思维，鼓励学生勇

于质疑、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8]。通过以上专业知识与

经典案例的结合，使学生在学习和认识口腔微生物的过

程中，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培养其家国情怀。 

2      将探究性教学理念引入《口腔微生物
学》课堂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讲授式教学模式为经典传统教育模式，主要由老师

独立承担讲授任务，学生进行“被动学习”的模式[9-10]。探

究性教学模式是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自主、探

究、合作”的学习方式对教学内容的核心知识点进行自主

学习、深入探究、并进行组内讨论，由“被动学习”模式转

为“主动学习”模式，从而更好地掌握课程目标中的核心

关键知识[11-12]。在《口腔微生物学》教学中，为调动学生学

习主动性，本教学团队引入探究性教学理念，按以下四个

环节开展教学活动，即：课前凝练章节关键科学问题—

课中重点讲解及讨论—课堂教学结合实验室实践—

课后讨论答疑。 

2.1    以科学问题为导向的课堂教学

《口腔微生物学》课堂教学中，基于口腔医学本科生

的理论基础知识，教学团队给予学生若干相关核心问题，

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口腔黏膜病微

生物学”章节的教学为例，教学团队给出的核心问题为：

口腔黏膜病的风险因素及易感人群特征是什么？口腔黏

膜病的核心微生物是什么？如何预防？等，提高学生的

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讨论、归纳总结，阐述自己的观

点。结合教师的解析，加深学生对科学问题的思考，锻炼

其对关键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提高观点表达能力，提

升自主学习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基于口腔黏膜病微生

物学知识的讲解与解析，任课教师对学生的讨论结果进

行评价，从而让学生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并提

高学习的能动性与学习效率。 

2.2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口腔微生物学》是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课

程。理论教学主要在课堂教学中开展，老师以讲授为主，

通过增加引导性提问频率，增加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13]。

实践教学主要依托于实验室，扩展教学空间，优化教学形

式。首先学生听取教师的知识讲解，观摩学习实验操作

细节，进而分组进行自主操作。教师通过观察了解每位

学生操作细节、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小组讨论情况，进

行提问指导。这种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模式能优化

教学空间利用率，极大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对理论

知识的应用能力[14]。 

2.3    核心知识点强化

大班教学知识点普遍多而广，但对核心知识点的强

化相对较弱。小班教学模式根据核心问题，从多方面、多

角度对核心知识点进行强化巩固[15]。例如，在《口腔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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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实验课上，教师讲授微生物革兰氏染色时，首先讲

授革兰氏染色的特点、原理、详细步骤及应用。继而播

放革兰氏染色的教学视频，详细解析每一步的操作原理

与细节。教师再进行操作演示，进一步强调原理与注意事

项[16-17]。同时，通过对“革兰氏染色的原理”等核心知识点

的提问，加深学生记忆[18-19]。当学生独立开始实验操作

时，已进行过多遍核心知识的强化，配合主动的操作以及

老师的实时指导，学生对核心知识的掌握更扎实。课程

结束后，教学团队预留答疑时间，集中解决学生的问题，

以确保每位学生能完全掌握了核心知识点。 

3      以临床问题为导向进行《口腔微生物
学》实践教学，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

口腔微生物学是一门研究口腔微生物微生态、口腔

感染性疾病发病机制、口腔微生物与全身健康的关系的

重要学科，是深入理解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口腔微生物学》是学习口腔临床医学的重要基础课程，

教学以临床问题为导向，按照“提出临床问题-探寻口腔

微生物与临床问题的关系及机制-探讨预防及治疗临床

疾病的相关机制-回归并解决临床问题”的模式，使教学

更具临床意义，更有益于提升学生对临床问题、临床技术

以及口腔基础科学的临床价值认知[20-21]。

以“龋病微生物”章节教学为例，在课堂教学中，首先

结合创新教材专著，如Atlas of Oral Microbiology: From

Healthy Microflora to Disease、Dental Caries: Principles and

Management、《微生物生物膜与感染》、《口腔微生物学》

等，详细解析龋病病因、相关微生物及其特征，然后引入

龋病核心微生物变异链球菌，探讨该细菌的毒力因子及

其对龋病发生发展的影响，激发学生想象力，引导学生设

计阻断该细菌致龋途径的新策略，提出有效防龋的可能

方案。进一步在“龋病微生物”实验教学中，结合临床龋

病样本，通过对变异链球菌的分离鉴定、培养、丰度测

试、生物膜形成、致龋毒力检测及抗菌物质分析等实践，

深化“龋病微生物”知识点，使学生深入认识龋病核心微

生物致龋机制，临床现有防治策略的关键目的与靶标微

生物，并探究针对疾病核心微生物的临床龋病防治新策

略，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与判断力。 

4     《口腔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方案的
实施效果

《口腔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在2018年入学的

197名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五年制）本科

生中实施。相较于2017级、2018级教学改革方案实施过

程中，重点将“三全育人”引入课堂实践，通过分章节提炼

核心知识点，并以核心知识点为基础，融入临床问题进行

探究性教学，结合实验操作启发学生以科学研究解决临

床问题的思维。而2017级教学中较少涉及上述内容，且

实践教学部分主要为讲解与观摩，实操较少，老师现场指

导时间短。教改方案中核心知识点及临床案例见表1。 

4.1    《口腔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学生满意度评价

为了解学生对本次教学改革的认可度和教学成效，

教学团队通过匿名方式对2018年入学的四川大学华西口

腔医学院口腔医学（五年制）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

于2020学年课程结束时，由课程教学秘书在向学生说明

目的后现场发放，共发放问卷50份，现场收回有效问卷

5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100%。调查问卷包含15个条目，受

调查者通过勾选“同意，中立，不同意”完成问卷，其中第

6条为开放性问题。问卷的克朗巴赫系数α为 0.793。

从表2可以看出，学生对课堂教学模式、对课程的兴

趣、对结合案例讲解的效果、对“理论+实验”的教学方式

以及学习效果的满意度均在80%以上。由此可见，《口腔

微生物学》教学改革方案获得了学生的好评。 

表 1    《口腔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方案中的核心知识点及临床病例

教学章节 核心知识点 临床病例讨论

牙菌斑 牙菌斑生物膜形成与结构特点 菌斑控制措施

口腔正常菌群 正常菌群种类和来源 口腔益生菌

龋病微生物 致龋细菌及其毒力 可乐龋的病因

牙周病微生物 红色复合体及致病机制 糖尿病患者牙周治疗的意义

口腔黏膜病微生物 口腔念珠菌及病毒 HIV患者的口腔表现

颌面部感染微生物 颌面部感染细菌及感染机制 金黄色葡萄球菌临床耐药性

表 2    《口腔微生物学》教学改革效果满意度评价结果（n=50）

评价内容 同意/例数（%） 中立/例数（%） 不同意/例数（%）

对课堂教学模式感到满意（条目1、2、3） 41 （82） 6 （12） 3 （6）
对口腔微生物学更感兴趣（条目4、11） 42 （84） 3 （6） 5 （10）
对结合案例讲解的效果感到满意（条目8、12、14） 43 （86） 5 （10） 2 （4）
对“理论+实验”的教学方式感到满意（条目5、7、9） 44 （88） 6 （12） 0 （0）
对学习效果感到满意（条目10、13、15） 40 （80） 5 （10）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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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口腔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实施前后学生综合

考核成绩比较

为了解《口腔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实施后，学生

对核心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教学团队采用综合成绩评价

《口腔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对学生课程考核成绩的提

升效果，综合成绩均由考勤、平时成绩、实验报告成绩及

期末考评构成。以2017年入学的204名四川大学华西口

腔医学院口腔医学（五年制）本科生为对照，两个年级均

采用相同的教材、学时一致，综合成绩考评构成不变。且

两个年级在性别、年龄构成、核心知识点、题型及分值分

布、考核模式等方面均无差异。两个年级的综合成绩满

足正态分布，成绩具有可比性。从表3可以看出，通过教

学改革实践后，学生综合成绩提升明显（t=4.087, P<

0.001）。《口腔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使学生对于口腔

微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实验操作以及口腔微生物学在

临床中的应用有了更好的理解和掌握，从而有利于培养

口腔医学本科生的人文素养、家国情怀，以及对专业知识

及临床策略的掌握，也为其未来的临床实践打下良好的

基础。
 
表 3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五年制）《口腔微生物学》

综合成绩比较

组别 年级 人数 x̄± s综合成绩（ ）

对照 2017级 204 76.14±10.05

试验 2018级 197 79.55±6.12*

　* P<0.001，与对照组比较
 

综上所述，《口腔微生物学》作为口腔专业基础课程，

为学生深入理解并掌握口腔微生物与疾病的关系打下坚

实基础。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将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教育结合，形成协同效应，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文化认

同感及爱国精神。在教学模式上，应注重引入探究性教

学理念，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自主性，加深互动，提高学

习效率。在教学内容上，应加强“从临床中来回临床中

去”的特色，将临床疾病作为引言，激发学生兴趣，并以解

决临床问题为终极目标，提高学生对临床问题的思维能

力和判断力，以及对临床防治技术策略的认知。通过《口

腔微生物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着力培养口腔医学本科生

的人文素养、家国情怀，以及对专业知识及临床策略的掌

握。在接下来的教学实践中，教学团队将根据学生的建

议进行进一步优化，同时将改革方案逐步实践到研究生

的教学中，扩大并提升《口腔微生物学》的课程价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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