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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能够准确地描述无牙颌颌位关系记录与转移的概念,明确全口义齿修复的目标颌位为正

中关系位（后退接触位）；

2. 能够清楚地解释各种垂直距离与水平颌位关系的确定方法；

3. 能够理解颌位关系转移的相关内容。

(二)能力目标

1. 能够熟练应用各种颌位关系确定方法，完成全口义齿修复中颌位关系记录并将其正确转

移至牙合架，理论实践有机结合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

2. 能够应用已学知识（天然牙列的颌位及咀嚼肌与颞下颌关节解剖学知识）理解并分析新

知识，温故而知新达到新旧知识融会贯通的目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1. 通过全口义齿修复失败病例的引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及医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2. 通过强调医患间充分沟通和患者信任配合对正确记录颌位关系的重要性，引导医学生尊

重与关爱病人，培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

二、教学重点、难点分析及解决方案

(一)教学重点、难点—颌位关系记录及转移的方法

【重难点分析】正确的颌位关系记录是全口义齿修复中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该教学内容抽

象晦涩，对于垂直距离与水平颌位关系确定的各种方法，学生只有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才能将

其应用于临床实践。

【解决方案】①运用形象直观的视频和动画，将抽象的原理浅显易懂地表现出来，使抽象

问题具体化、形象化。②结合咀嚼肌功能和颞下颌关节解剖生理学知识，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

识分析推理，加深理解。③积极与学生互动并使用相关教具展示颌位关系记录的方法，增加课



程的趣味性，激发学习兴趣。④在时间分配上予以保障，反复强调，重点讲解。

(二)教学难点—颌位关系记录与转移的概念

【难点分析】颌位关系的记录与转移涉及到口腔解剖生理学中的颌位及颞下颌关节方面的相

关理论知识，且临床操作性强，对于没有接触临床实践的学生针对无牙颌颌位关系记录与转移这

一概念的理解有一定的困难。

【解决方案】①通过生动形象的临床病例突出正确记录颌位关系的重要性，激发学生浓厚

兴趣，通过大量临床图片展示颌位关系记录与转移的过程。②回顾口腔解剖生理学中三个基本

颌位的概念及其关系，引导学生思考无牙颌应该在哪个颌位建牙合，通过分析推理，加深理解。

③设计随堂测试，及时掌握学生理解情况进行进一步讲解。④在时间分配上予以保障，反复强

调该教学难点。

三、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为2020级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生，他们已经具备了口腔基础知识，但没有临床实践经

历，教学中要引导学生用所学思新知，鼓励学生主动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还应注重理论实践

的有效结合，指导学生学以致用。

四、教材分析与教学内容重组整合

(一)教材分析

颌位关系记录与转移作为全口义齿修复章节的重点、难点内容，教材强调了颌位关系记录与

转移的内容与目标，然后进一步介绍了各种颌位关系记录的方法，最后说明了颌位关系转移的具

体方法，内容衔接层层递进，环环相扣。

(二)教学内容重组整合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无牙颌颌位关系记录与转移抽象的理论知识，需要整合口腔解剖生理学中

天然牙列三个基本颌位、颞下颌关节以及咀嚼肌如何发挥牵拉作用等基础知识，引导学生应用已

学知识分析推理，更好地理解掌握新知识，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

五、教学方法与手段（需有使用智慧教学工具“雨课堂”等智慧进校软件有效开展课堂互动的

设计思路）

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加强案例分析式教学、启发互动式教学和参与式教学，通过回答

问题、教具演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及练习法的应用。通过设疑提问，

启发学生主动思考，加强师生互动，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渗透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通过临床案例

的引入，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临床实践问题，实现理论实践有效结合。



此外通过多媒体演示，结合板书及实物展现等手段，充分运用教师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实现

知识性、趣味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教学风格。

六、授课总体思路

为了使学生认识正确确定无牙颌颌位关系的重要性,明确全口义齿修复的目标颌位为正中关

系位，并且能够清楚地解释各种垂直距离与水平颌位关系的确定方法及颌位关系转移的相关内

容，本课程基于 OBE教学理念，通过临床病例展示颌位关系记录不正确的全口义齿不仅无法恢

复患者的美观和功能，甚至对患者造成医源性伤害，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及责任感与使命感。沿着

无牙颌患者为什么（Why）需要确定颌位关系，在哪里（Where）确定无牙颌患者的颌位关系，

以及需要确定的内容有哪些（What）一条主线，讲解颌位关系、垂直距离、水平关系等重要概

念，并进一步引出怎样（How）进行垂直距离与水平颌位关系记录与转移等重要内容。讲解过程

中注重基础与临床知识整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主动分析推理，不仅知其然且知其所

以然，从而使学生达到温故知新、融会贯通的目的。

七、多媒体及板书设计要点

多媒体设计布局合理，条理分明，运用生动形象的图片和动画，关键词、中英文对照使用恰

当，板书与多媒体有机结合，强调教学重点、难点内容。

八、具体教案内容(包括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时间安排等)

教学内容 教学设计 学生活动
时间

分配

一、导课

采用启发式、互动式教学，设疑引欲，强调颌位关系确

定与记录的重要性，导入新课。

通过一例失败的临床病例，展示佩戴颌位关系不正确的

全口义齿的临床表现以及其带来的危害，激发学生求知欲望，

 【设问】罗爷爷佩

戴旧义齿时为何会像没

戴义齿似的，且存在义

齿容易脱落，吃东西效

率低等问题？

 展示佩戴颌位关系

不正确的义齿时临床表

现以及其带来的危害，

强调正确确定并记录颌

位关系的重要性。

 根据给

出的临床病

历信息，思

考旧义齿的

问题出在哪

里。

 激发出

浓厚的学习

兴趣，意识

到自己的职

业责任与使

命。

现 场 授

课 2min



同时培养学生尊重与关爱病人的意识，增强对学生职业素养、

职业道德及职业责任感的培养。

二、颌位关系的记录【教学重点&难点】

从已知到未知，授课时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层层递进、

环环相扣，注重临床思维和逻辑推理的培养。

从颌位关系的概念出发，通过对比拥有天然牙和全口无

牙时下颌位置的变化，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Why）要进行

无牙颌颌位关系的确定和记录。通过回顾口腔解剖生理学中

三个基本颌位的概念及其关系，引导学生思考在哪里（Where）
确定无牙颌患者的颌位关系。将颌位的三维空间位置在垂直

向和水平向拆解讲解颌位关系记录的概念及确定的内容有哪

些（What）。最后深入讲解怎样（How）进行颌位关系记录

与转移。

1. 颌位关系：Maxillomadibular relationship
概念：泛指上下颌的相对位置关系

引申“Why”：在自然牙列存在时，上下颌骨的位置关系

依靠牙尖交错位维持稳定。视频展现牙齿缺失后牙尖交错位

丧失，垂直距离缩短，下颌可向各个方向移动，因此在进行

全口义齿修复时需要确定并记录正确的颌位关系来进行牙合

重建。

2. 回顾天然牙列的颌位：

回顾天然牙列的三个基本颌位：牙尖交错位，下颌姿势

位和后退接触位，分析三者间的关系及髁突位于关节窝的位

置，引出“Where”无牙颌患者要确定的是正中关系位。

通过目标颌位--正中关系位在三维空间的分解，即垂直关

系与水平关系“What”。

 【设问】什么是颌

位关系？中英文结合引

出颌位关系的概念。

 带着学生反复进行

张闭口运动，提示每次

咬合时几乎都位于同一

个位置，这是为什么

呢？

 通过视频及教具展

示有牙颌与无牙颌下颌

位置的变化，引出为什

么要进行无牙颌颌位关

系的确定。板书。

 【设问】三个基本

颌位是什么？

 示意图讲解三个基

本颌位的概念，重点强

调颌位之间的关系及髁

突位于关节窝的位置，

为接下来的颌位关系记

录的相关知识做铺垫。

 复习概

念，双语学

习。

 反复做

正中咬合，

感知自己的

颌位。

 思考全

口无牙时下

颌位置的变

化，明确

“Why”。

 复习基

本颌位。

 理解三

个颌位的本

质概念及位

置关系。

现 场 授

课 2min

现 场 授

课 5min



3. 颌位关系记录：

概念用牙合托来确定并记录在患者面部下 1/3 的适宜高

度和两侧髁突在下颌关节凹生理后位时的上下颌位置关系,以
便在这个上下颌骨的位置关系上，用全口义齿来重建无牙颌

患者的牙合关系。

 结合雨课堂进行课

堂测试，引导学生思考

无牙颌颌位确定应当去

寻找哪个位置。

 板书归纳，强调。

 引导学生将正中关

系颌位在三维空间进行

拆解。

 使用教具展示牙合

托，讲解颌位关系记录

的概念。

 思考并

进一步明确

“Where”
 学生加

深印象。

 思考并

进一步明确

“What”

 理解并

记忆重要概

念。

现 场 授

课 2min



4.颌位关系记录的方法

（1）垂直距离的记录

1）息止颌位法

息止颌位/下颌姿势位：与牙尖交错位的关系为垂直向的

息止牙合间隙：2~4mm
计算公式：a = b - 2~4mm

2）面部比例等分法

人的面部存在比例关系，包括垂直向及水平向，也即我

们学过的三停五眼，在垂直向，面部比例关系有二等分法和

三等分法。我们可以通过观察面部比例来确定合适的垂直距

离。

3）面部外形观察法

一般自然牙列存在并且咬在牙尖交错位时,上下唇呈自然

接触闭合,口裂约呈平直状,口角不下垂,鼻唇沟和须唇沟的深

度适宜,面部下 1/3 与面部的比例是协调的,这种面部外形可

用作确定垂直距离的参考。结合面部比例等分法，这两者均

为辅助观察参考。

4）发音法

连续发舌齿音“si”音时可获得最小发音间隙，此时上下

 当无牙颌患者丧失

牙尖交错位之后，咬合

垂直距离也随之丧失，

那我们如何寻找其他参

考位来确定咬合垂直距

离呢？

 应用示意图，将动

态化为易理解的静态，

详细解释，便于理解。

 思考并

进一步明确

“How”

 理解息

止颌位法的

原理

非 现 场

授 课

5min



颌牙列间约有 1~2mm 的空隙，通过该位置可推算出合适的垂

直距离。结合息止颌位法，总结这两个方法均为参考其他位

置时的垂直距离做减法来获得咬合垂直距离。

5）垂直距离恢复不正确的临床表现

结合临床病例讲解垂直距离恢复过高或过低的弊端。呼

应导课中的病例，再次说明为什么罗爷爷会出现相应的临床

表现。

（2）水平颌位关系的记录

1）哥特式弓描记法

哥特式弓描记法是唯一可客观观察下颌后退程度的方

法，即确定颌位关系时于上下颌牙合托前方各装一约 2mm 长

的柄,上颌的柄端有一与之垂直的描记针,下颌柄上有一与针

相对的盘。下颌从生理后位作前伸、侧向运动时,固定在上颌

的描记针在下颌的盘上描绘出近似“ ⋀ ”形的图形,也就是当

描记针指向该图形顶点时下颌恰好处于正中关系位。

【新进展】

电子面弓的应用。

 总结垂直距离的记

录可分为两个观察和两

个减法，不同方法相结

合，互相验证。

 【设问】垂直距离

恢复不正确会出现哪些

临床表现？结合病例图

片，再次呼应导课中的

病例。

 结合视频模拟展示

哥特式弓描记法结果。

 【设问】有没有其

他可以记录下颌位置的

新技术呢？引出新进

展，电子面弓的运用,强
调科技与创新的意义

 回顾所

学四种确定

垂直距离的

方法

 参与互

动，回答问

题

 理解哥

特式弓描记

法原理

 思考并

认识新进展

现 场 授

课 2min



2）直接咬合法

a. 卷舌后舔法

引导学生一起做卷舌后舔的动作，通常在上牙合托后缘

放置蜡球，结合图片说明此时下颌舌骨肌牵拉下颌后退。

b.吞咽咬合法

吞咽时下颌舌骨肌收缩，舌背上抬，将食团推送向后，

同时升颌肌群固定下颌于正中关系位。

c. 后牙咬合法

咬合时,升颌肌群同时收缩,牵引下颌向后上方移动可使

髁突回到正中关系位。

牙合力在第二前磨牙和第一磨牙处发挥最大时,下颌需处

于其生理后位。

临床上经常遇到一些老年患者由于长期习惯性下颌前

伸，无法很好的配合，所以我们可以考虑结合诱导法或者肌

肉疲劳法。

d.诱导法

采用暗示的方法如嘱患者“上颌前伸”或“鼻子向前”,可反

射性的使其下颌后退。

e. 肌肉疲劳法

在确定正中关系前,嘱患者反复做下颌前伸的动作,直至

前伸肌肉疲劳,此时再咬合时下颌通常可自然后退。

牙合位关系的确定和记录是由医生和患者共同努力完成

的，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细心的引导患者积极配合，在

轻松自然地环境下完成诊疗操作。

三、牙合位关系的转移（非现场授课内容）

【授课要点】

该部分是本节课的重点，当我们进行了正确的颌位关系

记录之后，需要将颌位关系转移至牙合架。本章节内容丝丝

入扣，一环扣一环，需注意与学生互动，使学生在回答问题

的过程中理解并掌握学习内容，以及要有动画，辅助理解。

1．颌位关系转移的概念

颌位关系的转移,又称上牙合架(mounting articulator),是将

带有上下颌托的上下颌模型用石膏固定在牙合架上,以便保持

 带领学生互动一起

完成卷舌后舔、吞咽咬

合、后牙咬合等动作。

 启发式互动式教学

及案例式教学，应用示

意图、现场模具，将动

态化为易理解的静态，

详细解释，便于理解。

 知识前后串联，拓

展新进展，即虚拟牙合

架的运用。

 参与互

动，进一步

理解直接咬

合法的原理

 参与课

堂互动，启

发性思考

 思考并

认识新进展

非 现 场

授 课

5min

非 现 场

授 课

15min



上下颌模型间的高度和颌位关系。

2. 牙合架的概念及其分类

牙合架(articulator)是一种固定上下颌牙合托和模型的仪

器，它具备与人体咀嚼器官相当的部件和关节,能在一定程度

模拟下颌的运动。

根据牙合架模拟下颌运动的程度不同,可将牙合架分为:
不可调牙合架、半可调牙合架及全可调牙合架。

【新进展】虚拟牙合架的运用

3. 上牙合架需借助于面弓(face-bow)将患者上颌对颞下颌关

节的固有的位置关系通过上牙合托转移至架上。这样上颌

模型固定在牙合架的位置就与患者上颌对颞下颌关节的

固有的位置关系相当,牙合架就可在口外模拟患者的口内

情况,以便排牙及作排牙后的调牙合,使在牙合架上完成的

全口义齿戴入口中,能符合或接近患者的实际情况。



四、小结

梳理无牙颌颌位关系确定和记录的方法。

回顾导课临床病例的修复后效果，进一步强调正确确

定颌位关系的重要性。

 多媒体与板书相呼

应进行本堂课的归纳总

结。从Why、Where、
What、How四个方面回

顾无牙颌颌位关系记录

的目标颌位，颌位关系

记录方法以及颌位关系

转移的相关内容，进行

复习总结；

 通过展示导课中病

例修复后效果，进一步

强调正确确定颌位关系

的重要性。

 参与问

答互动，回

顾思考所学

内容

 学生加

深印象。

现 场 授

课 2min

九、小结

（一）无牙颌颌位关系记录

确定并记录适宜面下 1/3高度下的正中关系位。

（二）垂直距离的记录

1. 息止颌位法

2. 面部比例等分法

3. 面部外形观察法

4. 发音法

（三）水平颌位关系的记录

1. 哥特式弓描记法

2. 直接咬合法

(1) 卷舌后舔法

(2) 吞咽咬合法

(3) 后牙咬合法

(4) 诱导法

(5) 肌肉疲劳法

（三）颌位关系转移

概念、牙合架类型、面弓转移

十、教学效果评价方式



（一）学生听课评价（通过雨课堂学生反馈、学生座谈会及问卷调查的途径实施）；

（二）学生学习效果评价（通过随堂测试、网络作业、期末试卷分析等途径实施）；

（三）同行听课评价；

（四）教学督导组专家听课评价。

根据不同层次的评价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十一、复习思考题

（一）确定垂直距离的其他方法？

（二）水平颌位关系不正确的临床表现？

（三）颌位关系记录的核对？

（四）预习颌位关系的转移。

十二、主要参考资料及拓展学习资源

（一）《口腔修复学》、ISBN 978-7-117-29375-4、赵铱民，人民卫生出版社、2020年 9月第

8版
（二）《口腔修复学》、ISBN 978-7-81071-632-1、冯海兰、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5年 8

月第一版

（三）《口腔解剖生理学》、ISBN 978-7-117-29372-3、何三纲、人民卫生出版社、2020 年 9
月第 8版

（四）《牙合学》、ISBN 978-7-117-29796-7、王美青、人民卫生出版社、2020年 8月第 4版

十三、指导教师及系（教研室）审核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