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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口腔医学技术 

专业代码：520504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中生和三校生 

三、修业年限 

基本学制 3 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5年 

四、职业面向 

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培养面向全国各地区，服务于口腔相关行业，适应口腔治疗技术或工艺

技术等岗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备较强创新和

实践工作能力，并可从事口腔相关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可到

综合医院口腔医学科、口腔门诊从事口腔修复类技术工作，也可到口腔义齿加工厂和其他医疗

设备和器械机构从事口腔义齿制造和器械销售等工作。 

五、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与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相适应，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具有综合职业能力，面向医院、社区服务第一线，牢固掌握口腔医学技术职业岗

位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毕业后能在各级医疗机构、义齿加工厂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从事口腔保健和简单的口腔疾病治疗、牙齿整复和整形技术工作的高等技术应用性口腔医学

专门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1、知识结构 

（1）掌握从事口腔医学技术工作所需的相关人文知识； 

（2）掌握从事临床医疗工作所需的医学基础知识； 

（3）掌握从事口腔医学技术实际工作所需的专业基础知识； 

（4）掌握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理论与诊疗知识； 

（5）掌握对口腔危重病人初步处理原则与基本知识； 

（6）掌握对口腔预防保健的基本知识；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37.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200.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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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及操作方法。 

2、能力结构 

（1）具有从事口腔临床实际工作的能力（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处理能力）；口

腔疑难病的鉴别诊断与处理能力；口腔危重病人的初步有效处理能力；制作各种口腔常用修复

体的能力；常见简单牙颌畸形矫治能力； 

（2）进行口腔卫生宣教及开展预防保健的工作能力； 

（3）具有一定口腔治疗及义齿加工的业务管理能力； 

（4）具有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与技术创新的自学与创新能力。 

3、素质结构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2）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诚信品质； 

（3）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4）具有较强的遵纪守法意识； 

（5）具有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乐于奉献的精神； 

（6）具有敢于拼搏、勇于尝试、主动探索的创新精神； 

（7）具有善于沟通与协调，与人良好合作的团队协作精神。 

（8）具有健康的体魄与良好的心理素质。 

4、技能资格证书 

本专业毕业生要求取得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证书（专科 A/B 

级）》和卫生部颁发的《口腔医学技士（师）》。 

六、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 

（一）人才培养模式 

学院贯彻“教、学、做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依托学院洁冠口腔义齿加工厂和兰科口腔

门诊，结合行业背景与专业特色，以职业生涯发展为目标，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进行设计，

坚持“职业能力本位、适于个性发展”原则，通过深入合作企业调研和毕业生回访，对口腔医

学技术专业的岗位设置、工作对象、典型工作任务和典型职业能力进行深入调研，归纳出就业

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总结出学生胜任工作岗位需要的职业能力和素质要求，设置公共基

础平台，培养学生基本素质；结合专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重新整合课程体系，设置专业核心

模块，培养学生胜任口腔正畸、口腔修复、口腔外科、固定和可摘义齿加工等专业岗位的职业

能力；设立包括通识选修课、专业选修课、专业认知与实践、技能竞赛、技能考试、社团活动、

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的个性化培养模块，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从而构建出“基本能力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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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兼顾、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兼顾”的课程体系。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重视个性化及

创新精神培养，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实现“职业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培养、人文素质教育”三

线贯穿。 

本专业主要面向全国各省、市、县、社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和发展需要，适应岗位群需要，知识、能力、素质综合协调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口腔医学

技术型人才。因此想要培养一个合格的口腔医疗人员，不仅要有口腔医学及医学技术的知识和

技能，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职业道德是在一般社会道德基础上，根据专业的性质、

任务，以及口腔医学技术岗位对人类健康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对口腔医疗工作者提出的

职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在日常教育教学中使学生形成高尚的职业风范，能够指导自己的言

行，调整工作人员与病人、集体、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学生判断自己和他人在医疗、预防保健、

管理、科研等实践过程中的行为是非、善恶、荣辱和褒贬的标准。通过学习，为学生将来从事

护理工作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课程体系设计 

1、根据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职业岗位群，分析典型工作任务，得出完成典型工作任务对应

的职业能力，结合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技能标准要求，将职业能力进行整合，构建了本专业的突

出职业技能，突出技术应用能力，优化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机构的“两突出三优化”的课

程体系，使学生动脑、动手，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知识与技能同步，克服传统的理论与实践

课程分离的缺点。溶理论知识和技能于一体，避免教学冗余，突出专业技能与岗位能力的培养。 

2、按照岗位群的工作任务分析，将课程体系分为五个模块：第一个模块是公共基础教育

模块，主要培养学生应具备的通识理论知识，注重学生专业达标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二模

块是专业基础教育模块，这一模块培养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人才所需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第三

模块是核心课程教育模块，设立《口腔内科学》、《口腔外科学》、《口腔正畸学》、《口腔

修复学》、《固定义齿工艺技术》、《可摘义齿工艺技术》和《全口义齿工艺技术》等核心课

程，满足临床和社会需求。第四模块是选修课教育模块，可以满足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运用、培

养实践能力、训练沟通能力等。第五模块是专业理论与实践教育模块，让学生通过实践亲身体

会到要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又必须要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作指导，带着社会实际问题

去分析、去判断那些实践中遇到的难题，通过学与用的结合这样才能使学生遇到问题，得到解

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增强学生们学习理论的积极性，能更好的培养学生专业理论技术和应用能

力，强调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七、教学组织 

为保障人才培养模式有效实施，突出职业能力培养，推行“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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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强化“学训赛相通”的培养特色。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等实训条件，按照临床工作

流程、管理模式，全面推进“教、学、做一体”教学模式改革，重新整合教学内容，科学设计

教学项目，把典型工作任务作为教学载体，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做到边学、边做、边练，实施

课堂理论与临床实践有效结合。 

八、课程设置 

（一）公共课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0学时）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大学生活和人生发展，保持身心健康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有

价值的精彩人生，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加强自我道德修养，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

德和职业道德，增强法律意识和树立法治精神，我国的宪法精神与法律制度等内容。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64学时） 

本课程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

精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等内容。 

3、大学英语（124 学时） 

本课程主要以培养学生外语应用能力为教学重点，同时传授必要的语言知识。通过教学，

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训练；培养学生较强的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外语资料的能力，

听说能力和基本的书写外语信函等能力，为学生进一步提高外语使用能力打好基础。 

4、大学语文（62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知识，提高学生运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进行口头和书

面交流的能力，以适应学习和工作的需要，使学生比较准确地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及文字材料，

并具备一定的文学鉴赏水平、较好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较高的写作能力。 

5、计算机应用基础（60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0学时，实践教学 30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计算机基础知识、常用操作系统的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使用、计算机网

络的基本操作和使用，掌握计算机操作的基本技能、具有文字处理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信息

获取、整理、加工能力，网上交互能力，为以后学习和工作打下基础。 

6、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15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学生择业方面的职业测评、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法；从业方面的职业意识和

职业行为；就业方面的简历、面试等技能，同时提供就业政策、 就业信息等方面的指导；帮

助毕业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选择职业岗位，促进 学生顺利就业，提高学生未来职业可持

续发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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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形势与政策（68 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国际关系以及国内外热点事件以及我国政府的

基本原则、基本立场与应对政策，帮助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开拓视野，教育和引导大学生

全面准确地把握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方略，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8、大学体育（98 学时） 

本课程主要通过体育基础理论，使学生喜爱体育，基本技能的传授和有效的体育实践，全

面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使学生喜爱体育，掌握锻炼身体的基本方法，养成

体育锻炼的习惯；培养学生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乐观、自信、进取的心理品质。 

9、劳动教育（65课时） 

劳动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养成劳动习惯

的教育，是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劳动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塑造健全人格、

磨练顽强意志、锤炼高尚品格。高校应该结合实际，从思想引领、亲身实践、有机融合三方面

入手，积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生教育体系，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 

（二）专业基础课 

1、高等数学（64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40 学时，实践教学 24学时） 

本课程主要包括函数、一元函数微积分、微分方程、多元函数微积分等内容，在医学影像

诊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医学图像信息的采集、存储、诊断、信息处理、后期管理、调

阅、传输或拷贝提供保障。 

2、医用化学（30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0 学时，实践教学 10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烃和烃的衍生物为重点并考虑到医学的发展及需要对生物活性物质作适

当的介绍。本课程基本内容有烃及其衍生物的结构、性质、反应、合成及机理，有机化合物的

立体概念及波谱常识，酯、糖、核酸、蛋白质的结构与性质等内容。 

3、生理学（60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40学时，实践教学 20学时） 

本课程是研究人体生理活动的发生机制、条件以及机体内、外环境中各种变化对 

生理功能的影响，从而掌握各种生理变化的规律。 

4、组织胚胎学（3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0学时，实践教学 10 学时） 

本课程主要由组织学和胚胎学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课程组成。组织学是用显微镜技术研究正

常人体的微细结构及其与功能关系的学科。它可分为细胞、基本组织和器官系统三部分。胚胎

学是研究人体发育规律的学科，主要研究从受精卵开始通过细胞分裂、分化、逐步发育成新个

http://baike.so.com/doc/2787004.html
http://baike.so.com/doc/9684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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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全过程。 

5、人体解剖学（9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60 学时，实践教学 32学时） 

本课程主要学习人体各系统的组成，各器官的形态、构造及位置，使学生认识学好人体解

剖学的重要性，并能熟练地指出头面部的局部解剖结构。 

6、口腔解剖生理学（100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32学时，实践教学 68学时） 

该课程是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是研究乳恒牙的解剖形态、髓腔解剖形态及其临床

意义；研究牙列、牙合、颌位及口腔生理功能；研究口腔颌面及颈部局部解剖的一门科学，也

是学习口腔医学口腔医学专业课程的基础。 

7、口腔疾病概要（72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52学时，实践教学 20 学时） 

本课程讲授内容包括内科学、外科学（总论）、传染病等学科。内科学:主要学习呼吸、

循环、内分泌等各系统常见的内科疾病的特点，了解常见的内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外科

学（总论）：树立无菌观念，掌握手术的无菌操作规则;掌握外科补液原则、成分输血;熟悉外

科感染的 发生、发展和防治原则；熟悉各种止血、包扎、固定材料。熟悉外科急救 的新进展。

对常见急症病人能独立处理。传染病：主要讲授传染病学总论 及体液传播的传染病诊断、治

疗及预防，重点介绍病毒肝炎、呼吸道传染病。 

8、口腔医学美学（36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2学时，实践教学 14 学时） 

本课程是口腔医学和美学的结合，以美学理论指导口腔医学实践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对

口腔医学专业及口腔医学技工专业的学生，在启蒙阶段就接受这方面教育是十分有益的。本教

材从三个层次逐渐深化： 即美学基础知识--医学美学基础--口腔医学美学临床。由点带面，

体现循序渐进的思维规律。 

9、口腔组织病理学（64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44学时，实践教学 20学时） 

本课程讲授内容包括牙体、牙周、口腔粘膜和唾液腺的组织结构口腔颌面部及牙体--牙周

组织的发育过程；龋病及主要由其引起的一些疾病、牙周组织病。常见口腔粘膜的病因、发病

机理及病理变化；口腔颌面部囊肿，常见口腔颌面肿瘤的临床特点及病理变化。 

10、口腔设备学（3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12学时，实践教学 20 学时） 

主要研究口腔设备的生产、发展、使用、保养、维护和管理的基本规律以及其相应的技术，

涉及口腔医学、口腔材料学、理工学及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 

（三）专业课及素质拓展课“*” 

1、口腔内科学（7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48 学时，实践教学 24学时） 

本课程讲授内容包括龋病、牙体硬组织非龋性疾病、牙髓病和根尖周病、牙周组织病、口

腔粘膜病等。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口腔内科学基本理论，治疗操作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



7 

 

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高尚 的职业道德。毕业时，对

牙体牙髓组织的常见病，牙周组织疾病、口腔粘膜常见病能独立进行正确地诊断和治疗。 

2、口腔外科学（7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48 学时，实践教学 24学时） 

本课程通过理论课和实验、实习课教学，使学员能掌握口腔颌面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及平、

战时口腔颌面部损伤的诊断、治疗原则和基本技能；熟悉口腔颌面部各类外科疾病的基础理论

知识；了解我国口腔颌面外科的业务范围、新的进展和发展方向，为临床生产实习和毕业后工

作打下良好基础。 

3、口腔正畸学（7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2 学时，实践教学 40学时） 

本课程是研究错合畸形的病因机制、诊断分析及其预防和治疗，对龋病、牙周病、及颞下

颌关节功能障碍的预防和治疗也有辅助作用。通过错合畸形的防治工作可以提高青少年的口腔

健康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全身的健康水平。 

4、口腔材料学（7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2 学时，实践教学 40学时） 

本课程是为了让人更美的科学。追求美就离不开对美和美术的学习和研究。美容医生应该

关注人们对外表美的追求，这种关注首先必须建立在敏锐的审美感觉上，必须通过艺术学习和

实践来掌握。 

5、口腔修复学（104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44学时，实践教学 60 学时） 

本课程主要研究口腔及颌面部各种缺损，畸形的病因、症状、诊断、 预防、治疗的临床

医学科学，是口腔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医学基础，口腔医学基础，口腔临床医学及应用材

料，工艺、材料力学，生物力学，工程技术学以及美学等知识为基础，采用符合人体生理情况

的人工修复体或矫治器，恢复或重建缺损部位的解剖，形态和生理功能，维护颌面外形与美观，

促进口颌系统及全身的健康。 

6、固定义齿工艺技术（96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6学时，实践教学 60学时） 

本课程是研究牙齿缺损或缺失时，如何用固定修复体修复牙冠的一部分或全部以及修复牙

齿缺失的学问，即研究如何制作可以使牙齿发挥良好咀嚼功能；恢复和维持口腔系统的平衡及

正常运转；且外观自然和谐的修复体所必须的理论性技术的学科。 

7、可摘义齿修复工艺技术（96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6学时，实践教学 60学时） 

本课程是研究牙列缺损和领面部缺损畸形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和预防及

可摘修复体制作的一门学科。可摘局部义齿修复以医学、口腔解剖生理学以及口腔材料学和工

艺学等学科是基础，利用人工材料制作各种可摘装置、矫治器或修复体以修复、重建或矫正患

者牙列缺损、缺失及颌面部先天畸形、后天缺损、面部缺损畸形或异常的口腔颌面系统疾病，

从而恢复其正常的形态和功能，以促进患者的健康，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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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口义齿工艺技术（96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6学时，实践教学 60学时） 

本课程是研究全口义齿制作过程、技术、材料、器械设备及相关理论与实践的一门科学。

是口腔修复技术工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现代医学、口腔医学、口腔医学美学、口腔材

料学、合学、生物力学、工程技术学等学科为基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口腔修复学的发展而

产生的。全口义齿的修复对象是牙列缺失患者，是为无牙颌患者解决全部天然牙的缺失和部分

软硬组织吸收和改变的问题，完成符合患者解剖生理要求的全牙列合重建。 

9、*口腔 X 线诊断学（64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44学时，实践教学 20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口腔颌面部多种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及牙体、牙周疾病、颌面骨炎症、牙及

颌面骨外伤、颌骨囊肿、肿瘤及瘤样病变、颌面颈部软组织肿块病变、涎腺疾病、颞下颌关节

疾病、系统病在口腔及颅—颌面骨的表现，口腔颌面部介入放射学和口腔颌面种植学等多方面

的内容。 

（四）其它 

入学教育及军事训练（90学时）   

为使学生学习军事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学校可根据具体情况分期

或集中组织学生参加军训和入学教育。主要学习解放军内务、队列条例、学校规章制度等知识。 

九、教学计划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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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科技职业学院教学计划进程表 

学制：3年            专业名称：口腔医学技术              修订日期：2022年 3月 

课程 
类型 

课
程
序
号 

课程 
名称 

考核
方式 

学时数 按学年和学期课时分配 

总 
课 
时 

理
论 

实
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 1

学期 

第 2

学期 

第 3

学期 

第 4

学期 

第 5

学期 

第 6

学期 

15周 16周 18周 16周 18周 12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考试 30 30 0 2    

顶 
岗 
实 
习 
及 
应 
试 
指 
南 

10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考试 64 64 0 

  
4 

  

1003 大学英语 考试 124 124 0 4 4   

1004 大学语文 考查 62 62 0 2 2   

1005 计算机应用基础 考试 60 30 30 4    

1006 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 考查 15 15 0 1    

1007 形势与政策 考查 65 65 0 1 1 1 1 

1008 体育 考查 98 20 78 2 2 2  

1009 劳动教育 考查 65 45 20 1 1 1 1 

小  计 583 455 128 17 14 4 2 

 5000 高等数学 考查 64 40 24  4    

专

专

业

基

础

课 

2003 医用化学 考查 30 20 10 2     

2004 生理学 考试 60 40 20 4     

2002 组织胚胎学 考查 30 20 10 2     

2001 人体解剖学 考试 92 60 32 4 2    

2040 口腔解剖生理学 考试 100 32 68  4 2   

2041 口腔疾病概要 考试 72 52 20   4   

2043 口腔医学美学 考查 36 22 14   2   

2042 口腔组织病理学 考试 64 44 20  4    

2054 口腔设备学 考查 32 12 20  2    

小计 580 342 238 12 16 8 0  

专

业

课 

2045 口腔内科学 考试 72 48 24   4   

2046 口腔外科学 考试 72 48 24   4  

2047 口腔正畸学 考试 72 32 40   4  

2048 口腔材料学 考试 72 32 40   4  

2049 口腔修复学 考试 104 44 60   4 2 

2051 固定义齿工艺技术 考试 96 36 60    6 

2052 可摘义齿工艺技术 考试 96 36 60    6 

2053 全口义齿工艺技术 考试 96 36 60    6 

2070 口腔 X 线诊断学 考查 64 44 20    4 

小计 744 356 388 0 0 20 24 

合计 1907 1153 754 29 30 32 26   

其它 
入学教育/军事训练 90 10 80       

毕业实习 960 0 960       

总计学时数 2957 1163 1794 29 30 32 26   

总学时 2957 
说明：教学总学时为：2957； 校内理论教学学时：1163； 校内实践教学总学时：

1794；（包括第五学期是毕业实习 960 学时）；带“*”的课程为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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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课程结构比例表 

 

十、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机构 

本专业生师比为 1:18.2，双师型教师占转而教师比例不低于 46.1%，专任教师队伍的职称、

年龄保持合理的梯队结构。 

2、专任教师 

本专业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

之心；具有口腔医学和口腔医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本科生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

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临床实践和科研水

平。 

3、兼职教师 

兼职教师主要从省内各大医院、本科院校、洁冠义齿加工厂和兰科门诊处聘任，具备良好

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具有中级及

以上相关专业职称和担任相应行业企业中层以上管理岗位，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

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课程类别 

 

公共课 

 

专业基础

课 

 

专业核心课 

（含顶岗实习） 

 

其他 

 

合计 

理论课学时 455 342 356 10 1163 

所占比例（％） 15.4％ 11.6％ 12.0％ 0.3％ 39.3％ 

实践课学时 128 238 388 1040 1794 

所占比例（％） 4.3％ 8.0％ 13.1％ 35.2％ 60.7％ 

总学时数 583 580 744 1050 2957 

所占比例（％） 19.7％ 19.6％ 25.2％ 35.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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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内设施 

1、校内实践教学条件 

根据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从专业课程实施要求出发，按照“教、

学、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结合行业背景与专业特色，建设校内实训实训室，不断完善

人体生命科学馆、病理标本室、口腔诊疗室、口腔技工室、外科实训室和生化实验室等实训条

件，基本能够满足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学生的实验实训。 

实训室实训器材一览表 

序号 主要教学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台(件/套) 购入时间 

1 多功能口腔综合治疗台  4 2008.7 

2 呼吸机  1 2006.7 

3 麻醉机  1 2006.7 

4 心电图机  1 2006.7 

5 抢救床  2 2006.7 

6 光敏固化灯  4 2008.7 

7 银汞搅拌机  2 2008.7 

8 高频铸造机  1 2008.7 

9 中熔铸造机  1 2008.7 

10 显微镜  20 2006.9 

11 X 光机  4 2008.9 

12 X光牙片机  2 2008.7 

13 超声洁治器  2 2008.7 

14 煮沸消毒锅  4 2008.5 

15 紫外线灯  10 2006.9 

16 离心机  1 2008.7 

17 高压灭菌箱  2 2008.7 

18 器械盘  50 2008.7 

19 口腔检查器械  50 2008.7 

20 器械柜  10 2008.7 

21 吸引器  2 2008.5 

22 氧气瓶  5 2006.9 

2、校外实践教学条件要求 

不断调整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方向和布局，加强与企业合作的范围、力度和深度，实现学校

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确立洁冠义齿加工厂、兰科口腔一/二部、兰大一院、兰大二院、

兰州兰石医院、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定西市人民医院、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临夏州

中医医院、武威市二院、庆阳市人民医院、白银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为定点实习单位。并不

断为本专业研究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提高基本技能和综合实践能力的实践环节，使学生在真

实环境下进行顶岗实习，学生能够学习并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为学生今后从事相关工

作打下基础。 

（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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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引进部分优秀教材，配套微课、慕课、AR等网络资源，组织教师编写多本项目化教材，

针对学校教学设备编写实验实训指导书，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适用的教材体系。学院建设有电

子图书阅览室和线上教学“互联网+资源库”，通过教学课件、实物照片展示理论知识。 

（四）教学方法 

学院以充分就业为根本，以凸显特色为导向，以改革创新求发展为专业建设思路，着力构

建“知识、能力、素养”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依据“教、学、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贯彻“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模式，对于职业核心能力课程、专业基

本技能课程要紧密联系实例，引导学生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对于专业核心技能课程，

按照“资讯、决策、计划、实施、检查、评价”的六步法组织教学。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建立虚拟、仿真环境，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实现现场教学情境。为

了满足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职业岗位的需求,确实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应用

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方法，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

法、体验教学法、实践操作法、讲练结合法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乐于实践，提高

教学效果。教学过程中采用实践模拟操作、网络教学课件等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五）学习评价 

根据专业及课程要求，结合社会人员实际，在保证集中考核的前提下，积极采用灵活多样

的考核形式，重点考核学生的专业技能、职业素养，积极推行理论知识答辩、实践操作竞赛、

综合研判及取得技能证书等作为课程考核的依据和内容。 

（六）质量管理 

1、建立系级教学质量保障组织机构 

成立以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组成的教学管理小组和由行业专家、校内专业教师组成的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实施与修改。 

2、制定和执行质量保障与监控制度 

制定和执行听课制度、教学值班制度、教学事故责任追究制度、教学质量评价办法、教师

新课试讲制度、校内实验实训标准、校外顶岗实习标准、顶岗实习管理制度、教师课堂教学达

标方案等。通过严格的制度管理对教学质量进行保障。 

3、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教学质量是专业的生命线，加强对学习效果的评价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高教学质量的

重要保证。本专业高度重视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在现有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教学管理

改革与创新，构建学习效果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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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毕业要求 

学生通过规定年限的学习，须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所有课程，并且成绩合格，

完成规定的教学活动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达到本方案规定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要

求，准予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