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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方法在口腔正畸学本科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

果ꎮ 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ꎮ 选取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２０１５ 级五年制口腔医学专业 ９０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ꎬ将其随机分为两组ꎮ 在口腔正畸学的错颌畸形教学中ꎬ实验组采用创客教育联合

翻转课堂教学方法ꎬ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ꎮ 教学结束后ꎬ比较两组学生现场测试成绩并对实验组

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以评价联合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ꎮ 结果　 现场测试结果表明ꎬ实验组学生的病例分

析、临床实践考核成绩均优于对照组(７ ５０ ±１ ５７ 比 ５ ６０ ±１ ７５)、(７ ４５ ±１ ５３ 比 ６ ２０ ±１ ４７)ꎬ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 ０５)ꎻ但是ꎬ两组学生的基础理论测试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ꎬ大多数学生认为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方法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ꎬ并有助于培养临

床思维和操作能力ꎮ 结论　 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的教育方法有利于学生对口腔正畸学的学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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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３　　 

　 　 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ꎬ教学无纸化、学习

碎片化的趋势日益明显ꎮ 口腔正畸学课程内容多

且深奥、实践性强ꎬ如何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口腔正

畸学理论和操作有机结合ꎬ成为了教师思考和研究

的问题ꎮ “创客”来源于英文单词 Ｍａｋｅｒꎬ指乐于动

手实践和分享ꎬ努力将各种创意变为现实的人ꎮ 创

客教育强调行动、分享与合作ꎬ并注重与新科技手

段结合ꎬ是一种以创造性实践活动为主要学习过

程ꎬ学生从中学习知识ꎬ培养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等

的新型教育形式[１]ꎮ 翻转课堂是将教学任务中较

容易的部分即知识的传递放到课堂外让学生自主

学习ꎬ充分利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ꎬ学生和学

生之间面对面的机会进行积极的互动ꎬ实现学生自

主学习、促进知识内化[２]ꎮ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学习效果ꎬ培养他们的临床思维和操作能力ꎬ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采用了创客教育联合翻转

课堂的教学方法用于正畸学教学中ꎬ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２０１５ 级五年制

口腔医学专业 ９０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所有学生对

本研究内容均已知情同意ꎮ
１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ꎮ 将 ９０ 名学生随机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ꎬ每组 ４５ 人ꎮ 学生年龄为(２２ ±

２ ０)岁ꎮ 对照组男生 １６ 人、女生 ２９ 人ꎻ实验组分为

５ 个创客团队ꎬ每团队 ９ 人ꎬ男生 ２ 人 ~３ 人ꎬ女生 ６
人~７ 人ꎮ 学生入学后按成绩高低和男女比例随机

分班ꎬ已均衡干扰因素ꎬ故两组有可比性ꎮ 两组均

以 ２０１４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ꎬ傅民魁主编的第

六版«口腔正畸学»为基本教材ꎬ结合教学大纲要

求ꎬ选取广东省常见的错颌畸形“双颌前突”为教学

内容ꎮ 在教学中ꎬ对照组采用基于课堂学习教学

(ｌｅ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ＬＢＬ)ꎬ实验组采用创客教

育联合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ꎮ 所有学生之前均已

接受部分口腔正畸学课程教学ꎮ
１ ３　 教学实施

１ ３ １　 实验组教学 　 ①课前准备ꎮ 授课前ꎬ教师

上传线上学习资料(微课视频、不同病因的病例报

告、简单病例等)到学习网站ꎬ通过 ＱＱ 群通知学生

并布置任务ꎬ学生自主学习网络课程后基本了解双

颌前突的病因、分类及矫治方案ꎮ 创客团队根据教

师布置的任务进行团队讨论、汇总在网络课程学习

中遇到的问题ꎬ并针对所给的简单病例(包括病史

资料、临床检查、头影测量、模型测量的结果)进行

分析和诊断ꎮ 每个团队配备一名口腔正畸学专业

高年级研究生为实验指导教师ꎮ 在与实验指导教

师交流、沟通后ꎬ学生通过查阅文献、病例报告等进

一步完善病例分析、制定治疗计划并学习ꎮ 同时ꎬ
利用正畸专业软件设计隐形矫治器模型并模拟牙

齿的运动ꎬ学生能够对双颌前突的诊治、牙齿移动

生物力学有基本的认识ꎮ 此外ꎬ学生需在课前 １ 天~
２ 天在线上完成个人理论学习的测试ꎬ一般为

１ 个~７ 个测试题ꎬ目的在于检验学习情况ꎬ并针对

不足再次学习相应的课程ꎬ掌握知识ꎮ ②课堂教

学ꎮ 实验组授课时间为 ９０ 分钟ꎮ 教师收集学生在

网络学习中的问题ꎬ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在课堂中积

极讨论并发表意见ꎮ 教师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ꎬ给
出严谨全面的回答ꎮ 讨论后进行口腔正畸的临床

实验操作训练ꎮ 在课堂上ꎬ学生打印出自己设计的

隐形矫治 器 模 型ꎬ 并 观 察 拔 牙 专 业 正 畸 模 型

(Ｔｙｐｏｄｏｎｔ)在水浴后牙齿移动的幅度和方向ꎬ评价

隐形矫治器的治疗效果ꎮ 教师利用 ３Ｄ 扫描、３Ｄ 打

印技术鼓励学生根据自己在课前设计的治疗方案

制作隐形矫治器ꎬ利用 Ｔｙｐｏｄｏｎｔ 展现颌骨、牙齿在

隐形矫治器的力的作用下的变化ꎬ验证治疗方案ꎮ
利用 ３Ｄ 打印和 Ｔｙｐｏｄｏｎｔ 生物力学仿真模具可以给

学生直观的正畸治疗体验ꎮ ③课后指导ꎮ 在理论

讨论和实验操作结束后ꎬ教师针对该单元内容进行

概念回顾及系统讲解ꎬ避免遗漏或模糊知识点ꎮ 每

个创客团队进行该团队病例 ＰＰＴ 展示和口头汇报ꎬ
教师及实验指导教师针对该团队的表现及病例进

行评价及总结ꎮ 最后 １０ 分钟进行现场测试和发放

调查问卷ꎬ以评价教学效果ꎮ
１ ３ ２　 对照组教学　 对照组采用基于课堂学习教

学方法ꎬ共 ９０ 分钟ꎮ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 ＰＰＴ、
视频等形式进行授课ꎬ共 ４５ 分钟ꎬ具体内容包括双

颌前突的病因、分类、矫治方案以及完整的固定矫

治、隐形矫治病例展示ꎮ 通过提问、分组讨论ꎬ学生

在教师逐步引导下对病例进行诊断分析ꎮ 分组讨

论及钢丝训练共 ３０ 分钟ꎬ包括弓形、关闭曲的弯

制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每小组均配备一名口腔正畸学

专业高年级研究生作为实验指导教师指导答疑ꎬ教
导学生弯制钢丝的技巧ꎬ尤其是传统固定正畸拔牙

病例中关闭曲的临床运用和注意事项ꎮ 最后教师

进行本章节总结及现场测试ꎬ共 １５ 分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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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教学效果评价

１ ４ １　 考核　 现场测试评估两组学生对课堂内容

的掌握情况ꎬ重点考核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ꎮ 测试

包括正畸学基础理论、病例分析、临床技能 ３ 个部

分ꎮ 正畸学基础理论、病例分析部分试题两组相

同ꎬ临床技能部分从如何关闭及管理拔牙间隙的角

度出发ꎬ根据两组的教学内容分为两套稍有差别ꎬ
难度一致的试卷ꎬ题型及考核内容基本一致ꎮ 差别

是根据两组的教学内容而定的ꎬ实验组是针对隐形

矫治的题目ꎬ对照组是针对固定正畸的题目ꎬ在关

缝的步骤上两组的问题不一致ꎬ主要考核两组学生

解决正畸病例临床问题的思维及能力ꎮ 每部分 １０
题ꎬ一共 ３０ 题ꎬ每题 １ 分ꎬ满分 ３０ 分ꎮ 对实验组及

对照组学生考核成绩进行统计分析ꎬ比较教学

效果ꎮ
１ ４ ２　 问卷调查　 教学结束后对实验组学生发放

调查问卷ꎬ以了解学生对创客教育结合翻转课堂教

学方法的教学效果ꎮ 同时ꎬ调查学生对创客教育线

上课程和线下课程的接受度及对教师教学的满

意度ꎮ
１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描述ꎬ组间比较

采用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采用例数、百分比进行描述ꎬ
以 Ｐ<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 １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研究结果表明ꎬ两组学生的基础理论成绩相

比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两组学生的病例分析和临

床技能考核成绩相比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ꎬ实验

组学生成绩优于对照组ꎮ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２０１８ 级五年制口腔医学专业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人数 基础理论 病例分析 临床技能

实验组 ４５ ６ ７５ ±２ ００ ７ ５０ ±１ ５７ ７ ４５ ±１ ５３

对照组 ４５ ７ １０ ±１ ６２ ５ ６０ ±１ ７５ ６ ２０ ±１ ４７

ｔ 值 ０ ２３７ ３ ６０１ ２ ６２５

Ｐ 值 ０ ５４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２

２ ２　 问卷调查结果

向实验组学生共发放 ４５ 份问卷ꎬ回收有效问

卷 ４５ 份ꎬ有效问卷回收率 １００％ꎮ 调查结果表明ꎬ
实验组学生普遍对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方

法满意ꎮ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２０１８级五年制口腔医学专业

４５名学生对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方法的评价[ｎ(％)]

调查项目 赞同 反对 不确定

线上课程获取简便、质量

较好ꎬ有吸引力

４１(９１ １)

　

３(６ ７)

　

１(２ ２)

　

团队运行效率高ꎬ有利于

不同想法的沟通

４３(９５ ６)

　

０(０)

　

２(４ ４)

　

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 ３９(８ ７) ２(４ ４) ４(８ ９)

有利于理解和掌握正畸学

基本理论

３７(８２ ２)

　

１(２ ２)

　

７(１５ ６)

　

有助于培养独立思考的

能力

４２(９３ ４)

　

１(２ ２)

　

２(４ ４)

　

线下课程有助于培养临床

思维和提高操作能力

４５(１００ ０)

　

０(０)

　

０(０)

　

师生联系更密切ꎬ对教学

满意

４３(９５ ６)

　

１(２ ２)

　

１(２ ２)

　

３　 讨论

３ １　 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方法有助于提高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传统课堂教学是教师单向输出信息ꎬ学生被动

接受ꎬ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ꎮ 为了提高教学质

量、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ꎬ大多数高校尝试了基

于课堂学习教学、基于问题学习教学和基于团队学

习教学或两者甚至多种教学方法的联合应用[３￣４]ꎬ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ꎮ 但是ꎬ这些方法仍存在一定的

缺陷[５￣６]ꎮ 目前ꎬ翻转课堂已应用于免疫学、预防医

学、耳鼻喉外科等临床教学中[７￣９]ꎮ 本研究采用创

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ꎬ根据口腔正畸学

基础理论专业性和实践性强的特点ꎬ设计了以解决

实际临床问题为导向的线上和线下课程ꎮ 学生利

用课外时间学习口腔正畸学基本理论ꎬ利用视频、
科普文章、病例等激起他们对口腔正畸学的兴趣及

好奇心ꎬ从而发挥其学习的主动性ꎮ 学生自行利用

网络对所学习的内容进行补充、深化ꎬ解决在学习

中发现的问题ꎬ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ꎮ 在课堂

教学中ꎬ利用 ３Ｄ 打印、Ｔｙｐｏｄｏｎｔ 验证治疗方案的过

程中ꎬ其创意体验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ꎬ
调动其自主学习的积极性ꎬ满足对新兴科技的了解

和运用的新鲜感ꎬ使他们对正畸生物力学、解剖学、
临床病例分析及治疗计划制定有更直观的体验和

感受ꎬ再次加深了对口腔正畸学的认识ꎮ 研究结果

表明ꎬ大多数学生认可线上课程有吸引力ꎬ认为创

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学习的主

动性ꎮ 这证明了利用计算机技术ꎬ将范围广、难度

高的口腔正畸学理论和实践结合ꎬ可以促进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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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探究性学习、调动学习的积极性ꎮ
３ ２　 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有助于加强师生

间、学生间的沟通互动

　 　 本研究将教学内容碎片化为具体的知识点并

录制微课ꎬ同时配合外部阅读材料(病例报告、科普

文章等)组成讲义ꎬ并以一个简单病例作为团队学

习任务ꎮ 创客团队在实验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进行

病例分析和设计、验证治疗方案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
大多数学生认为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学可以

促进学生间的交流ꎮ 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学

方法为学生构建了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分享信息、
展示自我的交流平台ꎬ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沟通交流

能力、倾听理解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ꎮ 学生在互

相交流的过程中ꎬ对所学知识也是一种复习巩固ꎮ
活跃、轻松的课堂氛围不仅加强了同学间的交流ꎬ
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也在这种碰撞中更加亲密ꎮ 研

究发现ꎬ大部分学生认为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

学可以使师生联系更密切ꎬ这说明该教学有助于打

破教师和学生间的交流壁垒ꎬ减少了教师“填鸭式

授课”时间ꎬ更多的时间被利用在与学生进行沟通

交流、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上ꎬ更具针对性地解决学

生在学习和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ꎮ
３ ３　 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临床思维

　 　 医学作为实践性较强的一门学科ꎬ其教学目标

是培养学生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ꎬ但课堂上教师的

讲解远远不足以让学生形成临床思维及培养动手

能力ꎮ 本研究中学生以真实病例为学习任务ꎬ课外

学生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信息、自主学习ꎬ课上大部

分时间用于讨论和操作ꎮ 利用 ３Ｄ 扫描、３Ｄ 打印新

型技术打印针对患者专属的隐形矫治器ꎬ利用

Ｔｙｐｏｄｏｎｔ 模拟治疗效果ꎬ增加了实践课程的趣味

性、指向性、科学性ꎮ 学生参与病例讨论、诊断、设
计治疗方案中ꎬ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批判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实验组

的病例分析和实践技能的成绩优于对照组ꎬ而且实

验组学生对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学的满意度

较高ꎬ实验组全体学生认为该教学培养了临床思维

及提高了动手能力ꎮ
３ ４　 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方法对学生和教

师的挑战

　 　 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在提高教学效果的同

时ꎬ对教师也提出了挑战ꎬ如要求教师具有较宽泛

的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及较强的沟通交流能力

等ꎮ 教师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线上课程ꎬ并根据学

生课堂情况和学习情况及时调整ꎬ这一方面备课内

容和时间成本增加了ꎻ另一方面对教师掌握计算机

技术、３Ｄ 打印等新兴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此

外ꎬ教师如何将创客教育和翻转课堂更好地与正畸

学结合ꎬ发挥彼此的优势ꎬ还需要时间去摸索和验

证ꎮ 根据实验指导教师的课前统计ꎬ学生课前准备

时间为 ２ 小时~３ 小时ꎬ对学生来说ꎬ这无疑会占用

更多的课外时间ꎮ 同时ꎬ个别学生习惯于应试教育

的学习方法ꎬ可能不适应这种对自我要求较高的学

习方法ꎬ出现了应付课程教学任务的现象ꎮ 因此ꎬ
对于如何调整和完善创客教育联合翻转课堂教学ꎬ
使其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ꎬ减轻教师和学生的负

担ꎬ使教师和学生乐于接受ꎬ还需要不断的尝试ꎮ
综上所述ꎬ创客教育和翻转课堂的联合教学方

法可以提高学生对口腔正畸学的学习兴趣ꎬ促进学

生更好地学习理论知识和培养其创新意识、团队意

识、临床思维和操作能力ꎮ 但是ꎬ在具体实施中仍

需要注意课程设计的合理性、线上线下课程的配合

度、教师和学生是否能有效沟通等问题ꎮ
利益冲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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