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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建设背景 

目前，我国儿童口腔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第四次全国口腔健

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 12 岁儿童恒牙龋患率为 34.5％，5 岁

儿童乳牙龋患率为 70.9％，与 10 年前相比呈明显上升趋势。儿

童龋病不仅影响当前口腔功能，还增加患儿口腔其他疾病发生率，

可影响后期生长发育，为成年口腔健康埋下隐患。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印发《"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坚持预防为主，减

少疾病发生。要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强化早诊断、早治疗、

早康复，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

需求。2021 年 9 月 28 日，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

2030）》明确提出加强儿童口腔保健，使 12 岁儿童龋患率控制在

25%以内的健康发展目标。然而，目前我国口腔医疗服务供给体系

总量紧缺，分布不均，集中在医院口腔专科，以个人治疗为主，

而群体性的口腔保健服务供给不足。虽然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牙

病防治项目，但该项目局限于对儿童进行龋病防治措施（窝沟封

闭/氟化物涂布），而尚未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口腔保健意识及

认知，基层儿童保健医生、学校保健医生及家长的口腔保健认知

度依然在较低水平，难以满足儿童口腔疾病防治的需求。另一方

面该牙病防治项目均由专科医生在短时间内去完成千余名儿童的

防龋措施，在一定时间内削弱了口腔专科医生对个人牙病治疗的

能力，使紧缺的医疗资源更为不足。 



因此，本项目拟通过继续教育课程的开设及实施，致力提高

粤港澳大湾区及粤西地区中教学目标人群对儿童口腔疾病综合防

治的能力，促使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形成合力，拟解决群体性

的口腔保健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达到共同提高儿童口腔疾病防

治水平的目标。 

二、 项目建设目标 

1. 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开发适合其学习特点及工作岗位需

求的儿童口腔疾病防治继续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线上、线下混合

教学资源，包括教学大纲、课程标准、课件、教学视频等，满足

其学习需求。 

2. 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制定适合其学习特点的教学方法及

手段，制定符合其工作岗位需求的儿童口腔疾病防治继续教育课

程评价体系及考核标准。 

3. 继续教育对象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及粤西地区，培养具备儿

童口腔疾病防治能力的社区医生、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 100 人以

上；培养具备基础儿童口腔疾病防治能力的校园保健医生 100 人

以上；培养掌握儿童口腔疾病防治知识的家长 500 人以上。促使

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形成合力，拟解决群体性的口腔保健服

务供给不足的问题，达到共同提高儿童口腔疾病防治水平的目标。 

4. 在国家级期刊发表论文 1-2 篇。 

三、 项目建设方案 

1.调研，进行学情及需求分析。 



本项目主要的教学对象为代表社会层面的社区医生或乡镇卫

生院全科医生，代表学校层面的校医以及代表家庭层面的家长，

不同的教学对象其学习能力、岗位能力需求不一。本项目拟通过

查阅文献，制定合适的调查量表，以对不同的教学对象进行学情

分析及岗位能力需求分析。 

2.构建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儿童口腔疾病防治继续教

育课程体系。 

根据学情分析结果，构建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儿童口

腔疾病防治继续教育课程体系，包括课程标准、教学内容、课程

评价体系及考核标准等。开发满足于岗位能力需求的教学内容，

如：针对基层社区医生或乡镇卫生院保健医生，推出窝沟封闭、

氟化物涂布、乳牙和年轻恒牙外伤的急症处理等课程，重点培养

其对基础口腔保健措施及牙外伤等应急处理的实践能力。针对学

校保健医生，主要推出儿童口腔颌面部生长发育、儿童常见牙体

牙髓病、口腔黏膜病、牙周疾病、口腔颌面部疾病和传染病的早

期诊断等课程，培养其对儿童个人口腔保健知识宣教、儿童口腔

疾病早期诊断的能力。针对作为家庭健康守护者的家长，推出儿

童口腔颌面部生长发育特点、母婴营养与牙齿发育的关系、口腔

保健习惯等课程，以提高家长对儿童生长发育、婴幼儿喂养及口

腔保健知识的认知水平，从而促使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形成

合力，拟解决群体性的口腔保健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达到共同

提高儿童口腔疾病防治水平的目标。  



3.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策略。 

根据学情分析结果，结合国内外继续教育的理论与改革实践

前沿，探索符合不同教学对象学习特点及学习需求的教学方法和

策略。 

4.搭建教学平台，建设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资源，满足继续教

育需求。 

在现有的教学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适合于不同的教学

对象继续学习资源，如教学自编教材、教学录像、课件、图片等。 

搭建教学平台：除现应用的“职教云”平台外，积极应用流

行的新媒体，如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平台进行口腔保健知识宣

教，以使本项目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应用。 

5.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建立满足其工作需求的儿童口腔疾

病防治继续教育课程评价体系及考核标准。 

通过对用人单位、教师、学生等多方调研，制定满足于不同

教学对象工作需求的儿童口腔疾病防治继续教育课程评价体系及

考核标准。 

6.建设教学团队。 

通过加强教学团队的教学能力培训，建设教学团队以提高教

学质量。 

7.继续教育课程实施。 

可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校内、校外结合，理论、实践结合等

多种方式进行课程实施，以满足不同教学对象的多元化需求。在



课程实施过程加强社区-学校-家庭三方紧密结合，促使社会-学校

-家庭三位一体形成合力，共同提高儿童口腔疾病防治水平。 

8.跟踪调研，项目总结。 

课程结束后进行跟踪调研，通过回访，了解人才培养质量，

总结项目实施情况并整理成文，发表论文及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