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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临床实习是医学生由课堂走向社会、由学生转变为医生的重要过渡阶段，临床实习的质量

直接影响医学生日后的从医生涯。文章以人为本，以培养全面发展的口腔修复临床医生为宗旨，结合多

年的临床经验，逐步探索临床实习中的种种问题，并总结出一些有效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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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修复学是用符合生理的方法，通过人工修复体来 但因实验教学本身课时有限，且时隔半年，所以学生都没有

修复口腔及颌面部各种缺损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足够信心进行VI内牙体预备。因此我们在接诊患者前又在

本科生的培养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一定的义齿修复理论知 模型上进行牙体预备、临时冠制作、个别托盘制作等示教，

识，还要具有熟练的实践操作技能和临床思辨能力。第四 再次规范车针，磨头等工具的使用。示教结束后，学生也在

年的理论和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临床操作能力的重要环 模型或离体牙上进行相应的操作，老师手把手的指导。

节，实验课教学质量的高低也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临床工作 三、有效见习

能力。能不能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理论知识t。临床见习比重增加。修复学的很多知识和专业术语

转化为I临床操作能力，是修复实习成功的关键。本校的教 如果不结合实物观摩和动手操作是很难理解的，如堤、托、

学安排是理论课和实验课同步进行，理论课和实验课结束 颌位关系转移等，因此我们认为临床前见习至关重要。而

后，马上进行临床见习和实习。通过两年多的临床带教，我 且实际带教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见习且认真做笔记的学

们总结出一些有效的方法。 生上手明显比没见习或不认真见习的学生快，而且犯错或

一、以问题为中心和以病例为中心相结合 出现意外的机率明显减少。见习的过程中，老师一般安排

1．以问题为中心进行讲解(Problem-Based I助邝jng， 一些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病例，一边操作，一边对每个

PBL)。对即将入科的学生，我们提前给16道关于修复常见 病例的知识点和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进行讲解。通

病的临床治疗流程等，学生入科后，我们用l天的时间以座 过临床见习，使学生掌握了基本操作流程并具有一定的临

谈会的形式进行讲解，一个学生先回答问题，其他学生补 床病例诊疗能力，增强学生l临床实习的能力和信心，提高对

充，老师最后归纳总结。通过这种方式，既初步了解学生对 患者的服务质量，改善患者对实习医生的不信任感，避免或

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表达能力等，也使学生对修复的临床治 减少由此而产生的医疗纠纷和医学伦理学问题。

疗有个大概的印象，初步引导学生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2．加工厂见习实习。每组学生数周以后(五年制学生

同时，我们也花一定的时间进行医患沟通指导，使学生们掌 因实习时间有限，且人数较多，因此一般安排在2周以后)，

握一定的医患沟通技巧。 安排2．3周到加工厂，除了见习每个修复体的制作流程，还

2．以病例为中心进行归纳总结(Case-Based I_earning， 要求每个学生自己动手做一个铸造支架活动义齿和一个全

CBL)。我们每天都开晨会，对前一天的病例进行点评、提 冠，加深了学生们对牙体预备，义齿设计等的印象，同时也

问、归纳总结，并由此做适当的延伸，使学生们做到病例资 体会到医技沟通的重要性。

源共享，举一反三。由于晨会，学生们都会把当天有学习价 四、知识扩容

值的病例或存在问题的病例记录下来，然后第二天开会时 1．开展读书报告。我们每年开展一次读书报告，老师

和大家进行讨论，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分享出来，同时提出自 指导学生查资料、写综述、做幻灯到最后进行演讲比赛，评

己存在的问题或不理解的地方，既增强了记忆，也训练学生 出一二三等奖并给予一定奖励，不仅提高了学生对修复专

们分析问题的能力，为学生们提供一个知识重组的机会。 业知识的深刻了解，扩大了知识面，而且培养了学生的自学

我们发现晨会认真分析病例并做好笔记的学生，其临床操 能力，对于学生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大有好处。

作能力和思维能力高于晨会不爱发言和不做或不认真坐笔 2．培养循证医学观。循证医学是遵循科学证据的临床

记的学生。 医学，是一种新的行医模式。它提倡将临床医师个人的临

二、模型示教 床实践和经验与客观的科学研究证据结合起来，将最正确

虽然学生已在仿头模上进行了各种类型的牙体预备， 的诊断、最安全有效的治疗和最精确的预后估计服务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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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具体患者[2]。口腔修复学领域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牙

体缺损修复中，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桩核，使用什么材料的

桩核，什么样的残根可以保留，什么样的残根需要拔除，每

位医生的经验可能都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运用循证医学

的原则，寻求最佳证据来解决【3J。

临床带教过程中，我们允许学生对老师的诊疗方案提

出质疑，鼓励学生自己查阅相关文献，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表扬能够提出建设性或御新性意见和建议的学生。对于学

生们查阅到的文献，我们安排在晨会或阶段总结的时候进

行分享借鉴。通过这种学习模式，有效地提高了学生们的

自学能力，同时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

五、师生关系

现在的学生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

神文化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待遇，个个性格独特，有的外向

开朗，有的幽默搞笑，有的调皮捣蛋，有的孤僻离群⋯⋯千

差万别。因此我们除了给予常规的专业指导外，还根据每

个学生的性格作一些特殊的安排，如对那些性格孤僻的学

生，经常鼓励其发言，对于胆小怕事的学生鼓励其动手，而

对于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要求其多阅读课外书籍，多

做模型训练，减少操作失误，以免对患者造成伤害。

另外，我们在整个临床带教的过程非常注重以下两点：

(1)语言艺术：①在患者面前，带教老师不直呼学生的名字，

更不能直呼某某学生，而应该称呼某某医生，一方面，学生

能够感到这是老师对其重视的表现，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

患者对实习生的态度；②带教老师不在患者面前批评学生，

尤其是在患者面前指责学生的错误，会使病人对学生失去

信任，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受挫，从而影响实习效果；

③带教老师在批评学生前，先对学生好的方面给予肯定和

表扬，使学生在一定种肯定的气氛下听取意见和批评，他们

会从心里上愿意接受。所以，在带教中除了原则性的错误，

对学生尽量不要直接批评，给学生自己改正的机会。(2)学

生关怀：当学生有进步时，要及时的给予表扬和鼓励，如果

学生学习上遇到困难时，鼓励其选择解决方案，如生活上遇

到困难是，适当的给予帮助。

六、出科考试管理

出科考试是评估学生们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往

修复科出科考试是在考试当天，由考生接一个初诊患者，作

初步的诊疗计划和，或初步的处理，然后写一份完整的病

例，最后监考老师(非带教老师)评分。这种考试方式的公

平公正性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结果比较片面。

为保证修复实习质量，更好地评估实习生对修复学专

业临床操作的掌握情况，规范临床实习考试管理，使考试成

绩更加公平、公正，经修复学教研室讨论，从2011年9月开

始，五年制及七年制学生的临床实习出科考试正式改为病

例汇报：(1)即每个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收集2例(五年制)．3

例(七年制)完整病例，为固定修复和活动修复各1．2例。

收集内容包括：初诊诊疗计划及可能的修复方案，每次诊疗

记录、印模、模型及相关照片，修复体完成后的情况及随访

记录等，术前、术中及术后拍照留底；学生在考试当天将所

有资料(PPr及纸质资料)和模型等带至考场，向考官汇报

并回答相关问题；(2)出科总成绩由考试成绩(70％)和平时

综合表现(30％)组成；(3)制度新的评分表。

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发现新的考试管理办法大大提

高学生的病例资料收集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诊疗整体观

以及PFr制作技巧和演讲能力，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热情，而且为教研室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病例资料。

七、存在的问题

由于生源扩招问题，学习生与带教老师的比例失调，老

师很难面面俱到，导致实习生椅旁操作时间有所增加，同时

也增加了医患矛盾的风险。

七年制学生在实习前就选定了硕士专业及导师，部分

选择非修复专业的学生对修复实习不够重视，缺乏学习动

力，主动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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