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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高等口腔医学教育发展史》

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高等口腔医学教育发展史》是2007-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口腔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指
导下的研究成果。全书共分12章，分别从中国现代高等口腔医学教育的建立、各阶段高等口腔医学教
育发展、高等口腔医学教育学术管理机构、口腔医学专业教育标准及医学相关参考标准、中国口腔医
学研究生教育、中国高等口腔医学教育战略规划、高等学校口腔医学院系或医学院校系口腔医学专业
培养、中国高等口腔医学教育大事年表等角度，概括了有关中国现代高等口腔医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进
程。书末有9份附录，记录了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口腔医学类教材、期刊及作为管理机构的各委员会组成
情况等。
《中国现代高等口腔医学教育发展史》可作为高等学校口腔医学专业教育的史书教材，也可供其他专
业学生和社会读者阅读使用，对关注中国口腔医学教育发展的读者更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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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高等口腔医学教育发展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现代高等口腔医学教育的建立第一节 中国现代口腔医学教育的起源一、口腔医学的起源
二、口腔医学教育的建立三、中国口腔医学教育的建立第二节 中国高等口腔医学教育的创始人—加拿
大林则博士一、林则博士生平二、林则博士对中国高等口腔医学教育的突出贡献三、林则博士自述第
三节 为中国高等口腔医学教育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一、唐茂森博士二、吉士道博士三、安德生博士
四、刘延龄博士五、叶慈夫妇、甘如醴博士六、罗家伦教授七、黄天启博八、司徒博医师九、陈华教
授十、毛燮均教授十一、席应忠教授十二、韩文信教授十三、肖卓然教授十四、李得奇医师十五、沈
国祚教授十六、夏良才教授十七、邹海帆教授十八、魏治统教授十九、欧阳官教授二十、宋儒耀教授
二十一、徐乐全教授二十二、张锡泽教授二十三、钟之琦教授二十四、王巧璋教授二十五、章尔仓教
授二十六、刘臣恒教授二十七、郑麟蕃教授二十八、朱希涛教授二十九、许国祺教授第二章 11949年
以前的中国高等口腔医学教育第一节 基本概况一、招生情况和学制二、教学计划三、毕业生情况第二
节 1949年以前创办的牙医院校、系一、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二、上海司徒博齿科医学专门学校(上海
牙医专科学校)三、震旦大学牙医学系四、南京国立牙医专科学校五、南京军医学校(安顺军医学校)六
、同仁医院牙科专科学校七、北京大学医学院齿学系八、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齿科医学院第三章
1949-1965年间的中国高等口腔医学教育第一节 时代背景一、口腔医学教育之革新二、口腔医学学科和
教研室的划分三、指导性会议及文件第二节 1949——1965年间口腔医学教育的基本概况一、招生情况
和学制二、教学计划、教材建设、教学条件三、毕业生情况065第三节 1949-1965年间创办的口腔医学
院或口腔医学系一、华中地区二、东北地区第四章 1966-1976年间的中国高等口腔医学教育第一节 时
代背景第二节 1966-1976年间口腔医学教育的基本概况第三节 1966-1976年间创办的口腔医学系一、华
北地区二、西北地区三、华东地区四、东北地区五、华南地区⋯⋯第五章 1977-2008年间的中国高等口
腔医学教育第六章 中国高等口腔医学教育学术管理机构第七章 口腔医学专业教育标准及医学相关参
考标准第八章 中国口腔医学研究生教育第九章 中国高等口腔医学教育战略规划第十章 中国高等学校
口腔医学院、系第十一章 医学院校、系及高职高专院校、系口腔医学专业第十二章 中国高等口腔医
学教育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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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002年10月，全国第四届口腔医学教育研讨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该次会议以当前
中国口腔医学教育中的两个重点议题为中心展开研讨，即适合中国国情的口腔医学教育学制，尤其是
长学制问题和如何抓好大学本科生的生产实习问题。会议邀请了我国长期从事口腔医学教育的6位知
名教授就中国口腔医学学制问题作特邀报告，还邀请部分口腔医学院校领导就长学制与生产实习作专
题报告。与会代表就口腔医学教育学会的发展过程和两个重点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达成了部分共识
：建议在条件成熟的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或两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招收8年制学士
一硕士一博士连读的口腔医学生，加强人文学科、医学基础和口腔医学基础教育，以培养研究型高级
口腔医学人才。5年制口腔医学教育仍是中国较长时期内培养口腔医师的主体。目前，3年制口腔医学
教育仍有存在的必要，从长远发展看，3年学制应逐渐取消。5年本科加4年或5年的硕士一博士连读仍
是培养口腔高级人才的重要途径。2004年10月，第五届全国口腔医学教育研讨会在济南举行。会议的
重点研讨主题是本科生前期实习、生产实习及研究生教育。教育部高教司农林医药处石鹏建处长做了
中国医学教育现状及发展的讲话，指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已进入新发展时期，重点要转变到抓教学质
量、培养国家及个人全面需要的高级医学人才。强调医学教育既是精英教育，又要向个性化、多样化
发展。今后的高等医学教育要转向学生能力的培养，以往强调学习、实践及创新能力，还要增加创业
能力、适应环境能力及国际竞争能力的培养。由于扩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是下阶段面临的问题之一
。教育部正在进行新一轮高等医学教育评价，希望从国家层面上宏观调控中国高等医学教育规模及资
源。另外，继续进行教学方式的改革，与卫生系统合作建立健全中国毕业后教育体系（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及建立专科医师培训体系）及继续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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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高等口腔医学教育发展史》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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