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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医科大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一、案例名称

口腔种植学——古今延承，西学东渐

二、案例使用对象

（一）课程名称

《口腔修复学》

（二）教学章节

第七章第一节 种植义齿

（三）授课对象

大学本科三年级（第二学期）口腔医学专业

三、案例具体内容

（一）课程简介

《口腔修复学》是口腔医学教育中的核心课程，占据重要地位。

《口腔修复学》指的是应用符合生理的方法，采用人工装置修复口腔

及颌面部各种缺损并恢复其相应功能，预防或治疗口颌系统疾病的一

门临床学科。从狭义上来说，口腔修复包括设计制作修复体以及解决

修复体使用中的各种问题。该学科要求学生具备高水平的理论知识和

操作技能，突出其专业特点。恢复口腔的美观与功能是口腔修复医师

的基本职责，要求学生具备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针对口

腔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应聚焦于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养，加

强学生对医学事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认知，引导学生将个人的成长与

社会的口腔健康事业相融合，努力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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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程种植义齿是固定修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大学本

科生教育属于熟悉的内容的内容，在课程的细枝末节中润物无声的切

入思政点，让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的融入专业课堂也是我们的教学目标

。

（二）教学目标

1.课程知识目标：了解口腔种植学的发展历史，包括古今延承、

西学东渐的发展轨迹。探讨中国学者在口腔种植学中的重要贡献，以

及其历史与政治意义。分析口腔种植学的发展对医学科学的推动作用

，以及对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促进作用。

2.课程思政目标：激发学生内在的求知欲和学习动力，培养学生

无私奉献的精神，强化他们对于职业责任的认知。加强学生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心，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

爱之情。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加强学生对于

职业发展的自我认同，提升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激励他们持

之以恒地为口腔修复事业不懈努力，终身奋斗。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口腔种植学的发展历史、中国学者在口腔种植学中的贡献以及

口腔种植学的历史和政治意义。教案突出了思政元素在教学过程中的

融入，旨在培养学生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及爱国主义情怀。

难点：如何将口腔种植学的发展与中国学者的贡献与思政教育有效结

合，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科技发展与国家文明进步的关系，提升学生的

国家荣誉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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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通过丰富的教学内容和案例分析，引导学生从多维度深入

理解口腔种植学的发展历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热情。同时

，教师应结合实际情况，利用多媒体手段和互动讨论等方式，引导学

生深入思考口腔种植学发展与国家发展的紧密联系，提高学生的思想

水平和综合素质。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口腔种植学实践活

动和社会实践，加深学生对口腔种植学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升学

生的思想觉悟和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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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内容 教学设计 思政要素融

入点

一、导课

1. 开篇切入思政点：在我国,宋代文豪陆游在《岁

晚幽兴》中写道：“卜冢治棺输我快，染须种齿

笑人痴。”更可贵的是，他还在诗后面加了自注：

“近闻有医以补坠齿为业者。”南宋文学家楼钥

所著的《玫瑰集》里也有关于牙种植的记载。虽

然无法准确查证口腔种植技术的起始时间，但也

可以佐证这些记载均已说明这项技术很早就在我

国出现了，且对当时居民生活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二、新课内容

口腔种植学的古代起源与发展

引发学生对口腔种植学的兴

趣和思考，提出引导性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口腔种植学对

于个人健康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性，此环节旨在引导学生

进入课程主题，并为后续教

学打下基础。

1.启发互动式教学。

2.在讲述临床细节中切入思

政点，增强学生使命感。

3.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

自学能力。

口腔种植学的古代起源与发

展

a. 讲述口腔种植学在古代

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b. 介绍中国口腔种植学的

历史背景和早期实践。

c. 展示古代口腔种植工具

和文献资料。

通过展示口腔

种植学的图片

和视频，引导

学生思考口腔

种植学的发展

历程和重要意

义。在此环节

中，可以融入

思政元素，引

导学生思考口

腔种植学对医

学科学发展和

国际交流的重

要意义，以及

其在医疗科技

发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

在口腔种植学

的古今延承部

分，可以结合

中国古代医学

史，引导学生

思考中医药对

世界医学的影

响，强调中医

药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培

养学生对中医

药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



5

口腔种植学在古代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

当时有记录显示一些贵族或有钱人使用动物的牙

齿植入到口腔中。到了宋朝时期，医学家们开始

尝试使用金、银、玉等材料制作人工牙齿，并将

其植入到口腔中。这些早期的尝试虽然并未取得

长久的成功，但为后来的口腔种植学奠定了基础。

在古代西方，口腔种植学也有其起源和发展。古

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医生们已经开始尝试使用金

属、陶瓷等材料制作人工牙齿，并将其植入到口

腔中。到了中世纪时期，随着医学的进步，医生

们开始尝试使用更加适合的材料，如黄金、白银

等，并将其植入到口腔中。这些早期的尝试并未

取得长久的成功，但为后来的口腔种植学奠定了

基础。

腔种植学的西学东渐

50 年代中期，瑞典科学家 Branemark 引进“骨结

合”概念，并规范牙种植手术步骤，大大提高了

种植义齿的临床成功率。

1965 年，Branemark 研发的骨结合钛种植体用于

口腔种植学的西学东渐

a. 讲解西方口腔种植学的

起源和发展。

b. 分析西方口腔种植学对

中国的影响和传播。

c. 探讨中西口腔种植学的

交流与融合。

中国口腔种植学的贡献

a. 介绍陈安玉教授等中国

口腔种植学专家的贡献和成

就。

b. 讲述中国口腔种植学在

世界的地位和影响。

c. 分析中国口腔种植学发

展的政治意义。

在西学东渐：

口腔种植学传

入中国部分，

可以引导学生

思考中国科技

接受西方文明

的历史，加强

学生对中国科

技发展中开放

包容的重要性

的认识，培养

学生的国际视

野和文化自信

心。

在中国学者在

口腔种植学中

的贡献部分，

通过分析中国

学者的理论探

索和技术创

新，激发学生

对科技创新精

神和医学研究

精神的尊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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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临床病例，成功地修复了腭裂缺损。这种

种植体在之后的应用上成功率达到了 90%以上。

20 世纪末，西方口腔种植学开始逐渐传入中国。

西方的口腔种植技术以其先进性和实用性吸引了

中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一些西方知名的口腔种

植专家开始来到中国进行讲学和技术指导，将西

方的口腔种植技术传播到中国。同时，中国的学

者们也开始到西方国家进行学习和交流，将西方

的口腔种植技术带回中国并进行本土化的改进和

应用。这种西学东渐的过程推动了中国的口腔种

植学的发展和提升。

中国口腔种植学的贡献

自 20 世纪中后期起，中国的口腔种植学开始逐渐

发展起来。陈安玉教授等中国口腔种植学的先驱

们开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并取得了重要的

成果。

陈安玉教授在口腔种植学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

她不仅是中国口腔种植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该

领域的杰出专家和教育家。她领导研发了我国第

当代口腔种植学的挑战与未

来发展

a. 分析当代口腔种植学面

临的挑战和机遇。

b. 探讨未来口腔种植学的

发展趋势和技术创新。

c. 强调口腔种植学对于个

人和社会的重要性。

学习，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

在口腔种植学

的历史与政治

意义部分，可

以引导学生思

考科技发展与

国家发展的密

切关系，加强

学生对科技创

新对国家文明

进步的积极推

动作用的认

识，培养学生

的爱国情怀和

社会责任感。

通过以上思政

元素的融入，

可以使口腔种

植学的教学更

加贴近学生的

现实生活和学

习需求，加强

学生的思想道

德教育，培养

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和使命

感，使学生在

学习口腔种植

学的同时，树

立正确的价值

观和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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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产种植体 CDIC，开启了国产种植体的历史

篇章。

此外，她还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口腔种植专著《口

腔种植学》，为我国口腔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宝

贵的学习教材。

口当代口腔种植学的挑战与未来发展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当代口腔种

植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技术的创新和材料

的优化为口腔种植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性。同时，随着人们对口腔健康的需求增加和审

美观念的提升，口腔种植学也需要不断适应新的

需求和变化。未来的口腔种植学将更加注重个性

探讨口腔种植学对国际合作

与交流的促进作用，以及其

对中国医学科学国际化发展

的启示。

总结口腔种植学发展历程中

中国学者的重要贡献，引导

学生思考如何将个人成长与

社会的口腔健康事业相结

合，为社会贡献力量。

帮助学生在学

习和工作中树

立崇高理想和

坚定信念,增

强学生的职业

认同感、荣誉

感和自豪感,

从而坚持不懈

地为口腔修复

事业奋斗终

身。



8

化定制、微创无痛、快速康复等方面的发展，以

满足人们对于口腔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需求。

三、课堂活动

分组讨论：让学生们分组讨论口腔种植学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发展，以及中国学者在其中的贡献。

鼓励学生们积极发表观点和分享自己的见解。

小组分享：每组选派一名代表，分享讨论成果。

鼓励学生们积极发表观点，互相交流学习。教师

可以引导和总结学生们的主要观点和思路。

教师点评：对学生的讨论和分享进行点评，引导

他们深入思考口腔种植学的历史、政治意义和个

人价值。强调中国学者在其中的贡献和影响，激

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四、课堂总结

回顾本节课学习的重点内容，包括口腔种植学的

古代起源与发展、中国口腔种植学的贡献、口腔

种植学的西学东渐以及当代口腔种植学的挑战与

未来发展，展望口腔种植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同时肯定和鼓励学生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和参与

度，强调他们在学习和思考中应该注重的方面。

四、案例的延伸及其蕴含的思政元素

通过介绍中国古代的口腔医学技术为人类的口腔健康做出过重

要贡献，以此为切入点开展思想教育，增强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

同与文化自信，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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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目标中，通过了解口腔种植学的发展历史，探讨中国学者

在口腔种植学中的重要贡献，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科技创新对国家发展

的重要性和推动作用，从而增强学生的国家荣誉感和责任感。

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不同环节的设计，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思考能力，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口腔种植学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同时加强对口腔种植学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和社会

责任感。

本课程中思政要素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教育大学生德智体美

办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政治觉悟和文化修养的倡议相呼

应。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学生成为普通的牙匠，而是培养具有高

尚情操的牙医人才。

口腔修复医生面对的多是需要更多关怀和理解的老年患者。因此

，医生需要具备精湛的专业技术，同时怀抱仁爱之心，对口腔修复医

学事业保持敬业精神。因此，针对口腔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应以增强

学生对医学事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认识为中心，同时提升学生的思想

境界和文化素养，引导学生把个人的成长与国家口腔健康事业紧密结

合，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