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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产教融合视域下口腔医学技术人才培养新实践
李帆博 翁晓丹

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外事学院，710077；

摘要：课程体系构建应紧密贴合行业实际需求，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标准有机融入教学内容，积极推

行“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和项目式教学方法，通过多元路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就师资队伍建设而言，

可推动校内教师深入企业参与实践锻炼，同时引进企业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在此基础上构建校企师资交流合

作的长效机制，并配套完善相应保障举措，进而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推动教学过程与生产实践的深度交融，

最终培育出契合口腔医疗行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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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口腔医学技术是驱动口腔医疗行业前行的核心要

素，其人才培育质量切实关系着行业发展前景。当前，

数字化、精准化的发展趋势在口腔医疗领域广泛渗透，

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已无法充分满足行业对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的急切需求。产教融合有效突破教育与产业间的

隔阂，从课程创新到师资建设，对人才培养路径进行全

面重构。在课程体系与行业前沿对接、“双师型”师资

队伍打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为口腔医学技术人才培养

拓展了新方向，成为应对行业变革的有力举措。

1 构建产教协同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

1.1 课程设置紧密对接口腔医疗行业实际需求

处于产教融合视野之中，口腔医学技术人才培养的

课程安排必须深度契合行业实际状况，有关行业研究资

料表明，现阶段口腔医疗行业朝着数字化、精准化方向

迅猛发展，市场对掌握对应知识和技能的人才需求持续

攀升。在此情形下，院校与企业应构建紧密协作机制，

一同制定人才培育方案。依据对口腔医疗企业岗位需求

的详尽调研，确定各岗位所需的知识体系、技能要点与

素质条件，以此为基准设置课程。以口腔修复技师岗位

为例，重点规划口腔解剖生理学、口腔材料学、口腔修

复工艺学等课程，保证课程内容与岗位实际操作紧密衔

接，让学生在校习得的知识能够直接应用于未来工作，

提升其毕业之后在就业市场的竞争优势。

1.2 融入企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

科技持续演进，口腔医疗行业内新技术、新工艺、

新标准不断涌现，要让学生掌握行业前沿技术，课程内

容就得适时更新，纳入这些新元素，就拿数字化口腔修

复技术来说，这项技术在口腔修复领域应用越来越普遍，

能大幅提升修复体制作精度与效率。学校宜与企业展开

深度合作，把数字化口腔修复技术相关知识融入修复工

艺学等课程，像添加口腔三维扫描技术、计算机辅助设

计与制造（CAD/CAM）技术等教学内容，帮助学生了解

并熟练掌握这些新技术的操作步骤与应用原理，企业最

新的工艺标准，诸如修复体质量检测规范、生产流程准

则等，也应融入课程教学，使学生在校学习实践时就熟

悉并遵循行业最新标准，毕业后能快速适应企业生产节

奏，降低企业人才培训成本。

1.3 推行“理实一体化”教学

“理实一体化”教学作为提升口腔医学技术人才实

践能力的关键模式，依托校企共建实训基地的优势，营

造出模拟临床工作场景的教学环境，于教学进程里，理

论知识阐释与实践操作并行开展，学生在理解理论知识

之际，即刻通过实践操作强化对知识的掌握运用。就像

在口腔修复工艺学课程上，讲解完烤瓷熔附金属全冠理

论知识，学生便可马上在实训基地借助专业设备着手烤

瓷熔附金属全冠制作实践。实训基地配备与口腔医疗企

业实际生产相近或一致的设备，诸如烤瓷炉、打磨机、

口腔综合治疗台等，且依企业生产环境布局，让学生在

真实或仿真情境中体验企业工作氛围，熟悉工作流程，

“理实一体化”教学助力学生提升实践操作能力，同时

培育职业素养，为日后顺利踏入企业工作筑牢根基。

1.4 开展项目式教学

项目式教学凭借实际项目任务驱动，对提升学生综

合能力颇具成效。于口腔医学技术教学环节，凭借校企

合作搭建的平台，引入企业真实存在或模拟仿真的口腔

修复体制作等项目任务。好比为学生提供一个患者口腔

修复案例，要求其依照临床实际工作流程，自模型制取、

设计方案拟定、修复体制作直至最终质量检测，独立完

成整个项目流程
[1]
。项目推进过程中，学生要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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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门课程知识，运用口腔解剖生理学知识确定修复体形

态与功能，借助口腔材料学知识挑选适配的修复材料，

依靠口腔修复工艺学知识进行具体修复体制作等。学生

还需如同在企业工作场景中，与团队成员开展协作交流，

合理规划时间，妥善解决项目实施时遭遇的各类问题。

2 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机制

2.1 推动校内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

校内教师深入企业实践锻炼，是构建双师型师资队

伍不可或缺的一环，学校宜规划系统的教师企业实践方

案，设定教师于特定周期内必须深入口腔医疗企业一线。

不妨以三年为一个周期，要求教师累计至少有半年时间

投身企业实践。在实践进程中，教师若参与口腔医疗器

械研发项目，可从产品概念设计阶段切入，历经原理验

证、样机制作、性能测试等诸多环节，全程洞悉研发流

程，熟知 3D 打印技术在口腔医疗器械原型制造中的具

体应用要点。当参与临床修复体制作时，教师需严格遵

照临床操作规范，从患者口腔印模制取、模型灌注，到

修复体设计、蜡型塑造、金属铸造、烤瓷烧结，再到修

复体试戴与调整，每个步骤均亲身实践，

2.2 引入企业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

延揽企业内实操经验充盈的技术精英担任兼职讲

师，对教学品质进阶具备关键效能。这些技术精英长期

深耕口腔医疗行业一线，精准把握行业前沿脉动，伴随

数字化口腔医疗浪潮澎湃兴起，他们可及时将口腔扫描

技术在临床场景的创新应用传递给学子，内容覆盖即刻

种植导板数字化设计的全流程构建、制作工艺细节，以

及CAD/CAM系统应用于全瓷修复体快速成型的创新技法。

实训指导环节，以口腔修复体制作实训项目为例，技术

精英凭借扎实娴熟的实操积累，能够敏锐洞察学生操作

环节的细微疏漏，无论是烤瓷工序中温度曲线把控偏差，

还是修复体打磨塑形时手法角度失准等问题，均可给予

详实且精准的指导
[2-4]

。其引入的企业真实项目范例，从

项目启动规划到最终成果交付，全方位呈现企业实际工

作模式，助力学生深度熟悉职场作业流程，为未来踏入

行业岗位做好充分的实践准备。

2.3 建立校企师资交流合作长效机制

构建校企师资交流合作长效机制，利于推动理论与

实践教学深度融合，可定期开展校企教师联合教研活动，

不妨每学期举办4 - 6次专题研讨，课程资源开发环节，

校企教师协同剖析行业需求，敲定课程内容架构，把企

业实际工作中的新技术、新规范融入教材编撰。就拿编

写口腔修复工艺教材来说，企业教师贡献当前热门修复

体类型及制作工艺细节，学校教师负责将其系统整合进

教材章节，并补充相应理论知识。技术攻关合作时，面

对口腔医疗行业难题，像提升复杂口腔修复体精准度与

成功率这类问题，校企教师各展所长，学校教师凭借理

论研究能力设计方案，企业教师依据实践经验进行可行

性评估与实际验证，双方紧密协作攻克技术难关，同时

提升教师教学与科研水平。

2.4 完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保障措施

完善的保障体系是锻造双师型师资队伍的核心支

柱，在制度建设方面，院校需精心制定详实的教师企业

实践管理章程、兼职教师选聘考核制度等系列规范。教

师企业实践管理章程中，需全面涵盖实践合作企业的资

质要求、遴选流程，明确教师在企业实践期间的具体岗

位职责、工作任务清单，以及多维度的考核评价指标体

系；兼职教师选聘考核制度里，则要细致规定兼职教师

的专业技能标准、从业经验年限等任职资格，详细列出

教学任务的内容范围、课时要求，同时构建科学合理的

教学效果评价体系。在资源保障环节，院校应设立专项

基金，除了保障教师企业实践过程中的交通、住宿、餐

饮等各项费用支出，以及兼职教师的薪酬待遇外，还需

为联合教研活动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并且在校内规划建

设专门的校企合作交流空间，配置先进的口腔医疗设备、

数字化教学工具和信息化沟通平台，为双师型师资队伍

建设的持续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3 结语

产教融合给口腔医学技术人才培育带来全新活力。

构建协同课程体系，把行业需求、前沿技术纳入教学，

搭配“理实一体化”和项目式教学模式，深度融合教学

与生产；着力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从教师实践锻炼、

引入企业人才、深化校企合作入手，筑牢育人基础，这

些实践有力推动教育与产业协同共进，为培育契合行业

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口腔医学技术人才提供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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