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 济 大 学 

教学改革研究与建设项目 

申 请 书 
 

 

 

 

 

 

 

 

           项目名称 卓越口腔医师培养中的专业英语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项目类型■教学改革与研究 □课程建设 □教材 

建设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其他 

           申请单位       口腔医学院       

           项目负责人    张磊            

           起止年限 2013.6-2015.6         

 

 

 

 

 

 

                  

 

 

   

     2013    年    5  月 



说  明 

 

1． 填写申请书前，请先口头或书面向院（系）主管教学的领导提

出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填写本表。 

2． 本申请书由项目负责人填写，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表达要明

确、严谨，字迹要清楚易辨。 

3． 本申请书由项目负责人所在院（系）领导签署意见后交教务处

教学研究科。 



 

项目 

基本 

情况 

项目名称 卓越口腔医师培养中的专业英语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类    别 ■重点资助项目            □一般资助项目 

申请经费 5 万元 

项目 

负责人 

姓    名 张磊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4.5 

职    称 讲师 职  务 教学办主任 学    位 博士 

联系电话 36357029 传  真 36357029 E-mail Sunstone4040

@gmail.com 

项 

目 

组 

成 

员 

姓  名 性  别 职  称 在项目中分工 

陈建荣 男 副 主 任

医师 

牙体解剖学英语教学 

倪娜 女 讲师 口腔专业英语教学 

冯妍慧芝 女 助教 辅助开展英语实验教学 

    

项目的目的和意义： 

熟练掌握专业英语是卓越口腔医学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

入，我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走出国门的人大大增加，在中国生活和定居的外国人也逐渐增

多。这就要求提供口腔医疗服务的医生不仅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很好的外语

交流能力，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同时，绝大部分高水平的科技论文是以英文撰写的，卓

越口腔医师应该具备的科研创新能力离不开英文文献查阅和论文写作，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也

交流要求口腔医生具备较高的专业英语水平。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要“适应国家经济社

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

的国际化人才”。切实培养、提高口腔医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尤其是提高专业英语应用能力，

对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口腔医学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为了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需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

方式。本项目旨在提高口腔医学生专业英语水平，尤其是应用能力，因而，倡导启发式、探

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就尤为重要，

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加以改进，探索更适合专业英语教学的教学模

式。 

 



 

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过去的研究基础和目前的研究情况： 

 

1. 项目负责人张磊，博士，日本九州大学留学。现担任教学办公室主任，负责口腔医学院本

科和研究生教学管理工作。 

承担本科课程： 

口腔生理学  17学时 全英文课程 

牙体解剖学  8学时  双语课程 

口腔修复学 4学时  专业核心课程 

教改课题及教学获奖： 

2011-2013 口腔生理学全英文课程   项目负责人 

2011-2013 牙体解剖学双语教学团队 项目组成员 

2010年 口腔医学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二等奖 

 

2. 项目组成员 陈建荣 博士，副主任医师。口腔修复科主任。日本德岛大学留学。 

承担本科课程： 

牙体解剖学  3学时  双语课程 

口腔修复学  16学时 专业核心课程 

教改课题及教学获奖： 

2011-2013 牙体解剖学双语教学团队 项目负责人 

教改论文： 

张旭映，陈建荣。形象教学法在牙体雕刻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口腔颌面外科杂志 2011 年 10

月 21：362-364。 

 

3. 项目组成员 倪娜，硕士，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多年从事口腔专业英语本科

教学，具有丰富的专业英语教学经验。 

承担本科课程： 

口腔专业英语  48学时 

 

项目调查研究的背景 

同济大学作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以培养具有扎实基础、实践能力、创

新思维、国际视野、社会责任、引领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精英和社会栋梁为人才培养的目标。

与此目标相适应，学院明确提出，以提高口腔医学教学质量为核心，强化实践教育，提升国

际化视野，以培养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卓越口腔全科医师的办学目标。因此，卓越口腔医

学人才，应当具备熟练应用英语进行交流沟通，能够用英文写作临床病例报告和学术论文的

能力。 



我校一贯重视英文教学，本科生也有较好的英文基础。但是，对英语，尤其是专业英语

的掌握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实际应用能力不足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具体体现在学生能读普通

英文文章，读专业论文则很吃力；能进行简单会话沟通，进行专业讨论交流则较困难；听专

业学术讲座、进行专业外语写作更是视为畏途。 

我院响应大学要求，积极开展全英文和双语教学，本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即承担 2

门全英文和双语教学课程和一门专业英语课程。通过不懈的努力，学生的专业外语水平有一

定的提高，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重应用、重能力的培养要求，因而，本项目力

图探索与卓越口腔医师培养相适应的专业英语教学模式，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

与式教学，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 

 



 

项目内容与方法： 

 

一、“贯通式”专业英语教学：梳理口腔医学生专业英语教学内容，使公共英语-

专业英语-全英文（双语）课程有机衔接。 

利用项目组成员承担专业英语、双语和全英文课程的优势，全面梳理现有专

业英语教学，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使公共英语-专业英语-全英文专业课程实

现“贯通”，补足学生的短板。 

 

二、继续加强全英文/双语专业课教学：继续开展口腔生理学、牙体解剖学全英文

/双语教学，使专业英语渗透到学生日常学习中，提高学生专业英语词汇量和应用

能力。 

 

三、编写口腔专业词汇：根据我院专业英语教学实际情况，编写口腔专业词汇，

帮助学生提升专业词汇量。 

 

四、专业英语教学方法改革： 

1. 课堂讨论式教学法（Case Based Study，CBS） 

针对日常教学过程中的难点内容，如口颌系统中咬合、颞下颌关节，牙列、

咬合的三维排列规律及其对口颌系统的影响等，在教师指导下开展学生自学、课

下查阅英文资料、课堂全英文讨论等活动，通过这一方式使学员在掌握相关知识

的过程中锻炼综合分析、讨论难点问题的能力。 

2. 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式（Problem Based Lecture，PBL） 

在教学中开展 PBL 教学，比如咀嚼运动是如何产生的？这种课前提出问题，

学生课下查阅资料，课上小组讨论、总结发言的形式，对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发挥学员的学习自主性、提高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3. 开展情景模拟教学 

模拟国际学术会议、英文病例讨论等情景， 学生撰写英文读书报告，并以英

文进行口头发表；英文进行病例分析、汇报、讨论，全面锻炼专业英语应用能力。 

 

 

 

 



 

预期目标（二年）： 

 

1. 英文教材（自编） 

2. 口腔专业英语词汇（自编） 

3. 英文教案，多媒体课件 

4. 学生英文小论文、病例报告 

5. 教改论文：专业英语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最 

 

 

终 

 

 

成 

 

 

果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起止时间 

1 

 

2 

 

3 

 

4 

 

5 

 

 

 

 

英文教材（自编） 

 

口腔专业英语词汇（自编） 

 

英文教案，多媒体课件 

 

学生英文小论文、病例报告 

 

教改论文：专业英语教学模式改革

探索 

教材 

 

教材 

 

课件 

 

论文集 

 

教改论文 

2013.6-2015.3 

 

2013.6-2015.3 

 

2013.6-2014.6 

 

2014.6-2015.6 

 

2014.9-2015.6 



 

 

经 

费 

预 

算 

费 用 名 称 金    额 时    间 

购买原版教材、参考书 5000 2013.6-2014.6 

实验材料 15000 2013.6-2015.6 

印刷费 5000 2013.6-2015.6 

论文出版 5000 2014.9-2015.6 

参加会议 15000 2013.9-2015.6 

差旅费 5000 2013.9-2015.6 

合 计 5 万元 

院系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日期                   

 



 

专家评审意见： 

 

 

 

 

 

 

 

 

 

 

 

                                 组长签名                

                                 日期                    

 

学校意见： 

 

 

 

 

 

 

 

 

                               签名（盖章）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