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2001 年常委会会议纪要

　　2001 年 12 月 7～9 日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2001 年常委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由主任委员单位 ———首

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口腔医学院校的近二十位院长、专家、教授汇聚一堂 ,共同憧憬并展望了二十一世

纪口腔医学教育的美好前景 ,讨论了未来口腔医学教育面临的培养目标和发展战略。会上中华口腔医学会会长张震康教授

到会并做了重要讲话。

历时 3 天的会议 ,与会专家认真回顾了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发展历程与目前状况 ,肯定了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

会对推动我国口腔医学教育发展所做的贡献 ,探讨了未来口腔医学教育面临的培养目标和发展战略。上届委员会理事沈铭

昌教授深有感触地回顾了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的经过 ,她已历经十年 ,逐步发展壮大 ,在今后培养新世纪口腔医学

人才方面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这次会议常委们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诚挚的交流。

1. 关于口腔教学生产实习的问题 　与会代表认为 ,传统的单纯生物医学模式、三段式教学己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口腔医学

教育的要求。口腔医学教育必须改变医学模式使之向生物 —心理 —社会及多学科融合式 (嵌合式) 教学模式转变。而加强口

腔教学中的生产实习是保证培养实用的能力型人才的重要方面。会上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凌均　院长介绍了他们重

视硬件建设给现代口腔教学带来的巨大益处的经验 ;吉林大学口腔医学院副院长孙宏晨教授交流了他们通过强化教学意识

与观念、强化教师的规范化培训、多渠道培养师资与加强教研室建设、加强教学方法改进等保证口腔医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的

体会。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副院长王松灵教授认真总结了全院教学改革的经验 ,提出了教学实习中尚存在的问题。

2. 关于长学制口腔医学教育的问题 　委员们围绕长学制的必要性、教学模式、培养目标定位、教学内容以及为完成培养目

标应进行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师梯队建设以及教学计划、教学方法改革等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

院副院长冯海兰教授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口腔医学学制从 3 年制到 7 年制口腔医学教育的历史。她在对 1988 年开设 7 年制

口腔医学专业以来我国 3 所院校 (北京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培养人才情况进

行调查和总结的报告中 ,肯定了 7 年制培养的学生质量明显好于 5 年制学生 ,认为他们素质好、外语水平高、毕业就业目标高。

为了尽快与国际接轨 ,满足我国急需高级医疗人才的市场需求 ,北京大学从 2000 年起又率先开展了对 8 年制教学模式的探

讨 ,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国家课题立项内容 ,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和热烈讨论。华西口腔医学院副院长石冰教授报告了他们高

教评估 7 年制时的汇报材料 ,在培养模式上 ,他们用思想教育一贯制、英语教学一贯制、专业教学一贯制、体育锻炼一贯制、教

师带教一贯制和培养计划一贯制的 6 个一贯制原则和录取最优生源 ,7、5 年双向分流等管理与体系保障等方法培养出了外语

水平高、专业技能好、素质过硬的三百多名 7 年制本硕连读生 ,正为开展八年制学历教育做准备。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九院副院

长郭伟教授也用国内外教育发展的大量事实证明了长学制口腔医学教育的必要性。此外 ,同济大学口腔医学院潘可风教授

指出 ,开展长学制教育 ,可以使录取的口腔生源择优 ;将竞争机制引入教学 ,以带动五年制教学。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马

轩祥教授用国内 52 年学制跳跃式发展的历史论证了中国教育需要稳定、教师队伍需要稳定、学制也要相对稳定的必要性。吕

春堂教授还从全国口腔教育等形势要求的高度上提出十六字原则 :摸清规律 ,结合国情 ,着眼未来 ,整体推进。总之 ,大家一

致认为 :长学制口腔医学教育是必要的 ,有利于我国口腔医学事业的发展。但学制的改革应稳妥地进行 ,不能忽略院校的实

际情况搞一刀切 ,一哄而上。同时 ,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培养新型跨世纪人才需要的口腔医学教学模式 ,保障教学质量

至关重要。

3. 关于明年全国口腔卫生工作会议中有关口腔医学教育的内容代表们就中华口腔医学会提交明年即将召开的全国口腔

卫生工作会议中有关口腔医学教育的内容进行了认真讨论。大家一致建议 : ①尽快建立全国口腔教学评估体系 ,以确保基本

口腔教育条件 ,保证基本教学质量 ; ②量化我国培养 DDS成本 ,以便与其他临床医师比较 ,强调其特殊性 ,因此要求政府加大

投入 ; ③尽快建立专科口腔医师培养计划 ,即相当于美国 Specialist training program ,以保证高级口腔医师的质量 ; ④建立相应的

课程体系 ; ⑤更好地发挥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作用。

4. 关于 2002 年召开口腔医学教育研讨会事宜常委会经过讨论决定 ,2002 年口腔医学教育研讨会定于 2002 年 10 月在南京

举行 ,会议决定 ,届时邀请香港、台湾等有关专家讲座。会议的中心议题为 : ①如何提高生产实习的质量 ; ②关于七年制教学

改革的经验 ; ③如何开展好继续教育等。会议征稿截止日期定于 2002 年 8 月中旬。

李翠英、王松灵整理

2001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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