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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研究口腔助理医生岗位群的能力要求和基层口腔科门诊的主要工作任务以及国家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标准的基础上，运用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理念，对口腔医学专业课程进行改革，突出课程设置与就业

需求和职业标准对接，提升学生综合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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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设置和

课程开发旨在以市场需求为出发

点，以职业岗位工作任务分析为依

据，以校院（企）合作为基础，以工

学结合为核心，由工作过程导出行

动领域，经过整合形成学习领域，

通过具体的学习情境来实现学习

领域的目标[1]。广州医学院卫生职

业技术学院在研究口腔助理医生

岗位群的能力要求和基层口腔科

门诊的主要工作任务以及国家执

业助理医师资格标准的基础上，运

用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的理念，对口

腔医学专业课程进行改革。

一、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居民口腔卫生保健状况

不容乐观。根据第三次全国口腔

健康调查显示，成年人患龋率为

88.1%，老年人患龋率为 98.4%。

国内口腔医师与人口比例严重失

调，特别是基层对普通口腔医师的

实际需求很大[2]。面向基层培养高

素质实用型口腔医生，是高职高专

院校口腔医学教育的重要使命。

口腔医生应当具备较高的综

合职业能力，除专业能力外，还包

括解决问题、自我学习、与人交流

等职业核心能力。要实现综合职

业能力的培养目标，传统的学科课

程和技能培训已经力不从心。

高等医学职业教育是适应社

会经济及医学技术发展，培养医学

实用型、技术型人才的一种教育类

型，具有特殊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模

式。因此，高等医学职业教育一定

要认识到自身的职业性本质，课程

设置必须以技能为本，以解决实际

问题为中心。这就要求高等医学

职业教育课程内容要避免过于强

调基础理论的倾向，努力使课程内

容服务于行业职业素质的培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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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同时，行业职业素质的培养

与提升需要相关的专业理论基

础。课程设置必须把握好两者之

间的度，专业理论课程的开设要以

医学相关职业技能水平的提高为

目标，以够用为原则，不过分追求

系统性。课程开发需要建立起基

于工作过程的课程观，按照工作过

程的顺序开发课程[3]。

二、课程设置的基本思路

高职课程设置要依据社会调

研及相关的研究，依据行业对专业

人才的需求信息，依据党的教育方

针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文件精

神，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以适应社

会需求为目标，既要突出人才培养

的针对性和应用性，又要让学生具

备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培养

方案的实施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

不同生源的实际需要[4]。

根据广州医学院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的实际情况，明确课程改革

的基本思路[5]。课程设置应与就业

需求接轨、与职业标准接轨。基于

社会和就业市场的需求，按照就业

岗位群所需技能，根据卫生部颁布

的口腔助理执业医师职业标准，有

针对性地进行课改。医学职业教育

的特点是注重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

培养，以岗位能力培养为核心，以职

业活动为主线，重新组织和设计教

学内容，以提高课程设置的有效

性。形成主要以任务实施、学生主

动构建、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实施

方式。打破单一的教学模式，创设

尽可能与工作实境接近的教学环

境，实现学校环境与工作环境、校

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有机融合。

口腔医学专业基于工作过程

的课程设置工作程序见表1。

三、整合后的口腔医学专业

课程

根据市场和社会需求，结合口

腔医学教育规律及学校办学实际，

在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

“通识平台+专业平台+职业方向”

的课程改革方案。“通识平台”，即

根据口腔医学专业特点开设，为提

高学生思想道德和身心素质的课

程；“专业平台”，即主干课程，在此

平台上进行工作过程的课程改革，

形成具有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

以口腔颌面外科、口腔内科、口腔

修复三个主要工作岗位的工作过

程为参照系，针对工作顺序的每一

个环节来传授相关的知识。将陈

述性知识与过程性知识整合，理论

知识与实践性知识整合，以过程性

知识为主、陈述性知识为辅。陈述

性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度，陈述性

知识在课程中的排序也发生了变

化。如原来的口腔解剖生理学、口

腔组织病理学、口腔材料学、口腔

药物学等课程，在改革后的课程设

置中，已被完全整合，其所涉及的

知识分别在主要工作岗位所需知

识的结构中安排，避免了重复性。

“职业方向”课程是为了满足学生

职业生涯成长的需求，避免把职业

能力简单化为操作技能，注重职业

情境中实践智慧的养成，培养学生

职业道德、综合职业能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而设计的，学生可以根据

个人的就业兴趣自由选择职业方

向课程。

整合后的课程体现了如下特

点：第一，以校企合作为平台。从

职业岗位分析到教学计划制定，均

为校企双方合作开展。第二，以工

作过程为主线。按照工作过程的

需要选择知识，以工作任务为中心

整合理论与实践，培养学生关注工

作任务完成，而不是关注知识记忆

的习惯，并为学生提供体验完整工

作过程的学习机会。第三，以职业

能力为基础，彻底改变以知识为基

础设计课程的传统，真正以能力为

基础来设计课程，按照工作的相关

性，而不是知识的相关性来确定课

程内容。

表1 课程设置工作程序

工作步骤

获取信息

社会调查

初次论证

教学分析

二次论证

课程设置

参加者

专业教师、专业指导委员
会、行业专家、学生科教师

专业教师、专业指导委员
会、行业专家

教学管理者、专业教师、
行业专家

教学管理者、全体教师、
行业专家、教育专家

教学管理者、专业教师、专
业指导委员会、教育专家

专业带头人、专业教师

工作任务

了解行业情况；确定典型医疗机构；
确定访谈人员；了解毕业生信息

确定工作岗位及工作过程；确定专
业核心岗位及相关岗位；确定岗位
职责、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

论证专业核心岗位及相关岗位；论
证从简单到复杂的工作任务；论证
岗位职责、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

梳理职业能力，并进行特征分类；
确定专业核心岗位及相关岗位；拟
订课程设置方案

论证课程设置与进度；论证实验室
与实习基地条件；论证师资队伍情
况

修订课程设置

结果

形成社会调查方案

形成人才需求报告；确定专业
培养目标

职业能力分析

确定就业岗位、就业范围；完
成课程设置方案

确定专家意见表、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课程方法、课程类
型、教学媒体、教学设施

完成新一轮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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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广大教师树立

了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目

标的教育教学观，积极进行教学方

法和手段的研究与改革，运用各种

新颖、独特的教学模式，如项目教

学，“教、学、做”一体的情境教学，

案例引导教学，问题教学，探究性

学习方法等，培养学生逻辑思考、

创新思维、口头表达、团队合作等

能力。从单一的技能训练向整体

行为导向教学发展，重视工作过程

中分析、判断与解决问题的整体性

行为，提升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

技能运用能力，为学生进入临床工

作打好基础。

改革了考核方式方法。例如，

更新电脑阅卷分析系统，每门课程

考核结束后对试题、试卷进行详细

分析和总结，为下一步教学提供可

靠的参考依据；采用发展性评价方

法，注重每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表现和能力提升，体现评价主体、

评价内容、评价方法的多元性，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建立严格规范的

技能考核体系，项目达标考核、操作

技能考核、综合技能考核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采用行业质量标准进行

考核，真实反映岗位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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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Reform Practice of Stomatology Specialty of Highe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s

YANG Jia-rui, HE Bing, LIU Shao-liang, HE Li-fen, XIN Jin-hong, YU Da-min
(Health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Guangzhou Medical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50,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ing the abilities requirements of mouth cavity assistance doctors, the main task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and the standard of qualification of national executive assistant doctor, the courses of stomatolo⁃
gy specialty was reformed according to the working process-oriented curriculum view, which aims to stand out the linkage
between curriculum setting and employment demand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 as well as enhance students’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s; stomatology specialty; working process;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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