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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初步构建《口腔颌面外科学》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探讨其实践效果。方法：以2020年9月
至2023年1月在湖北医药学院就读的本科2017级口腔3班37名学生及本科2018级口腔3班39名学生共

76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设计调查问卷收集学生对传统终结性评价体系考核方式反馈的意见；构建并实施

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统计分析并评价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实施效果。结果：89.47%同学认为

有必要进行评价体系改革，构建并实施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后发现学生课堂参与度、自主学习能力、

技能考核成绩及理论考核成绩等多方面均明显提高。结论：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的应用有助于提高

学生课堂参与度，调动学习主动性，增强团队协作意识，提高临床思辨能力及综合能力，在培养口腔颌

面外科专业人才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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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liminarily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and to explore its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Method: A total of 76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cluding 37 students from Class 3 of 2017 and 39 students from Class 3 of 
2018, who studied at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from September 2020 to Jan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construct and implemen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academic performance,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Re-
sult: 89.47% of students believ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evaluation system. After con-
structing and implement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academic performance, it was 
found that students’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self-learning ability, skill assessment scores, and the-
oretical assessment scores ha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ntire 
process evaluation system for academic performance can help improve students' classroom partic-
ipation, mobilize learning initiative, enhance team collaboration awareness, improve clinical think-
ing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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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口腔颌面外科学》是五年制本科口腔医学专业学生专业核心课程，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实践性[1]，
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效果，高校也在不断探索进行教学改革，如开展 PBL，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2]等教学模式，同时在实践教学中不断尝试改革，均取得了显著成效[3]。学业成绩的考核和评定是检验

教学效果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不仅可以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及时反馈教学过程中存

在哪些不足，为下一阶段教学提供参考。根据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于 2022 年发布的《中

国本科医学教育——临床医学专业(2022 版)》中要求[4]：做好终结性评价的同时加强形成性评价的应用，

需将教学过程与评价过程相结合，重视和强调教与学过程中的及时反馈与改进。《口腔颌面外科学》专

业性强，是口腔医学专业学生必修专业课程，因此，构建“口腔颌面外科学”课程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

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根据学生对考核方式反馈情况初步构建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并分析其

实践应用效果，为更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及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奠定一定的理论依据。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以 2020 年 9 月至 2023 年 1 月在湖北医药学院就读的本科 2017 级口腔 3 班 37 名学生及本科 2018 级

口腔 3 班 39 名学生共 76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均参与《口腔颌面外科学》理论及技能操作课程学习，参

与平时技能考核及期末理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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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设计调查问卷，了解同一专业不同年级学生对《口腔颌面外科学》学业成绩考核体系的反馈情况；

结合学校相关教学改革要求，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学业成绩全过程考核体系的构建；运用构建的全过程考

核体系对学生进行成绩分析，评价实践效果。2017 级口腔 3 班 37 名学生采取传统教学方法进行课程学

业成绩统计，2018 级学生采取全过程考核体系进行学业成绩分析。根据学生反馈意见，结合当前医学高

校课程改革等相关要求，初步构建《口腔颌面外科学》课程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经高年资教师(讲
师及以上职称，具有 5 年以上教学经验)进行商讨修订，初步构建《口腔颌面外科学》课程学业成绩全过

程评价体系，最终考核成绩由两个部分构成，包括过程考核成绩(占 40%)和期末理论考核成绩(占 60%)，
过程考核成绩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课堂参与度(20%)，自主学习能力(20%)，团队协助能力(20%)，技

能考核(20%)及临床思辨能力(20%)，详细构成情况如图 1。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reliminary construction of the full process evaluation system for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图 1. 《口腔颌面外科学》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初步构建示意图 

2.3. 观察指标 

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学业成绩考核体系改革态度，统计需要改革，无需改革或无所谓态度人数

及占比；实施全过程考核体系后分析试验班及对照班成绩变化；通过全过程学业成绩考核体系建立，分

析学生学习积极性、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意识、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及临床思辨能力等提升情况。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对计数资料采用描述性分析，问卷调查计数资料采用 n (%)
表示；考核成绩等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总体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 

对 2017 级口腔 3 班和 2018 级口腔 3 班共计 76 名学生进行调查，其基本情况(年龄，性别，民族等)
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见表 1)。 

3.2. 传统终结性评价体系考核方式意见反馈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9.47% (68/76)同学认为有必要进行评价体系改革，仅 3.95% (3/76)学生认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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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改革，而 6.58% (5/76)学生持无所谓态度(见图 2)。从不同年级调查情况来看，高年级(2017 级)学生认

为有必要对学业成绩考核体系进行改革占比更高，与认为无需改革及持无所谓态度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 < 0.01) (见图 3)。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表 1. 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2017 级(试验班) 2018 级(对照班) P 

年龄(岁) 25 ± 1.8 25 ± 2.1 >0.05 

性别    

男 18 (48.64%) 20 (51.28%) 
>0.05 

女 19 (51.36%) 19 (48.72%) 

民族    

汉族 35 (94.59%) 36 (92.30%) 
>0.05 

其他民族 2 (5.41%) 3 (7.70%) 

 

 
Figure 2. Pie chart of feedback from 76 students on traditional summative assessment methods 
图 2. 76 名学生对传统终结性考核方式反馈饼状图 

 

 
Figure 3. Column chart of feedback from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on traditional summative assessment methods 
图 3. 不同年级学生对传统终结性考核方式反馈柱状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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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口腔颌面外科学》课程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的实践 

以 2017 级口腔班 37 名学生为试验组，采取全过程评价体系进行考核，即：最终考核成绩 = (课堂参

与度*0.2 + 自主学习能力*0.2 + 团队协作能力*0.2 + 技能考核*0.2 + 临床思辨能力*0.2)*0.4 + 期末考试

理论成绩*0.6，2018 级口腔班 39 名学生为对照组，采取传统的终结性评价体系，即：最终考核成绩 = 实
习课成绩*0.2 + 期末考试理论成绩*0.8，总分均为 100 分，两组学生在学习基础、教材、教学大纲、课时

分配均相同，并且保证相同章节内容由同一教师授课。将试验班(2017 级)及对照班(2018 级)学业成绩进

行收集，计算平均分数和标准差，数据采用 t 检验进行分析发现实验班成绩较对照班成绩显著提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assessment results between experimental class and control class ( x s± , n) 
表 2. 试验班和对照班考核成绩对照统计表( x s± , n) 

分组 n 理论考试成绩 最终考核总成绩 

实验班(2017 级) 37 76.21 ± 8.25 83.36 ± 7.32 

对照班(2018 级) 39 73.04 ± 9.04 76.25 ± 7.28 

t - 2.601 4.244 

P - <0.001 <0.001 

3.4. 《口腔颌面外科学》课程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的效果评价 

课程结束后，通过学生座谈和调查问卷形式了解学生对全过程评价体系的评价，共收到 76 份有效问

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认为《口腔颌面外科学》课程学业成绩实施全过程考核后可有效提高课堂

参与度，激发学习兴趣，在自主学习、技能掌握及临床思维等多方面均明显提高(见表 3)。 
 
Table 3.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hole process evaluation system for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the 
course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n, %) 
表 3. 学生对《口腔颌面外科学》课程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的效果评价(n, %) 

调查项目 肯定 否定 无所谓 

课程考核方式有必要改革 68, 89.47% 3, 3.95% 5, 6.58% 

利于提高学习积极性 70, 92.2% 2, 2.6% 4, 5.3% 

利于促进自主学习 71, 93.5% 3, 3.9% 2, 2.6% 

利于增强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72, 94.8% 2, 2.6% 2, 2.6% 

利于提高团队协作意识 69, 90.8% 4, 5.3% 3, 3.9% 

利于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70, 92.2% 3, 3.9% 3, 3.9% 

利于培养临床思辨能力 72, 94.8% 2, 2.6% 2, 2.6% 

4. 讨论 

随着高等医学教育的不断改革与探索，考核方式的改革也越来越引起高等医学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研究发现：医学课程考核体系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医学生综合素质[5] [6]，有学者也进行了相关探讨发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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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过程考核体系的必要性[7] [8]，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在全过程考核体系中，

过程考核成绩占 40%，可以积极引导学生在平时学习过程中积极参与教学，提高课堂参与度，还能促进

学生自主学习与团队协作，在临床技能和临床思辨能力也有较大的提升。随着全过程考核体系的实施应

用，在细节上逐步完善和细化，如技能考核和医患模拟考核的评分细则需要进一步细化，更加科学全面

地反馈学生知识掌握与应用情况。 
课程考核体系的建立不仅促学，还能促教[9]，课程考核体系的改革必然推动教学形式及方法的改革，

促进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模式的创新，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更是对教学工作者在课程考核中提出

了新的挑战，对教师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10]，在教育教学改革的大环境下，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教学

方式方法才能促进教学评价改革[11]。在教研室组织学期末学生学业成绩分析会议上，有部分教师提出，

教学改革不仅仅是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也是教学方法的转变，其实教师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改变，

只有教师做好教学改革的准备才能让学生更快更好地融入教学改革的浪潮中，有学者已经通过探讨发现：

只有不断转变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式，注重言传身教，构筑人文关怀，夯实职业道德等多个方面提升

教学素养,才能更好地为高校医学教育提供质量保障[12]，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重要参与

者，充当着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和促进者的重要角色，人本主义理论认为[13]：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学

生为中心，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创造与自由发挥，重视学生个体差异，为不同特点学生提供不同发展策略，

让学生从被动接受评价转为评价参与的主体者。 
全过程考核体系的建立和实施还应遵循科学性、全面性以及多元化原则[14]。首先，科学性应为基本

原则，评价指标客观统一，能够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及条件顺利实施；其次，应具备全面性，全过程考核

体系应兼顾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包括学习态度，课堂参与度，学习积极性，临床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等多个方面，全过程考核体系的实施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及时修正，

需要注意的是，还应结合口腔颌面外科专业性较强的特点，加深学生对疾病的认识，掌握疾病的诊断与

治疗，培养严谨的临床思维能力，树立高尚的医德医风[15]；最后，应遵循多元化原则，考核内容多元化，

考核方式多元化，评价主体多元化，本次研究主要通过课堂内理论教学以及实习课技能教学方面进行评

价，通过不断探索，有可能在科研创新能力或其他方面进行进一步评价，如查阅文献撰写综述，对某一

领域或某种疾病认识现状、进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 
教研室承担《口腔颌面外科学》课程的 8 名教师一致认为实施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后可以更客

观地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并且在

技能训练及临床思辨方面也有明显改善，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及专业素养。本课题小组通过

构建《口腔颌面外科学》课程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实施时间不长，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部

分实施细则尚需进一步细化，评价指标有待进一步完善，忽视了学生自我评价及学生相互评价，本研究

团队将通过组织教研室内分析讨论，召开学生座谈会以及同行评价等方式了解《口腔颌面外科学》课程

学业成绩全过程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发现问题，不断完善，不断调整教学策略，为高校教

师在口腔专业人才培养中提供动力。 
综上所述，全过程考核体系的构建与实施能充分利用考核评价的导向作用，调动学生主动性与积极

性，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学习效果，不仅能引导学生在平时学习过程中积极参与教学，提高课堂参与度，

还能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与团队协作，在临床技能和临床思辨能力也有较大的提升。随着全过程考核体系

的逐步完善，不仅仅适用于本科学生理论学习阶段，有望在实习医生甚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继续教

育过程中广泛应用，为教学改革及口腔医学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依据，为提高口腔专业学生综合能力和口

腔颌面外科专业人才培养创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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