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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学专业课程中，病理生理学是一门连接基础医学与临

床医学的“桥梁学科”。学生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认识疾病发

生、发展以及转归的一般规律，理解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机体

功能、代谢变化与临床表现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今后临床知识

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这门课程理论性强，概念较多，内容

抽象，涉及面广。如仅采用传统的讲授法，学生会感到枯燥乏

味，记忆困难，学习效果不好。ＰＢ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ＢＬ）教学模式，即以问题为基础学习的教学法
［１］，是基于建构

主义理论的一种学习模式，主要通过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共同

解决一些模拟现实中的问题为学习途径，从而使学生提高解决

问题的能力并实现知识的意义建构过程［２３］。资料表明ＰＢＬ

教学法能有效地训练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目前已应用于很多学科领域［４］。

以病案、问题为基础学习的教学方法（ｃａｓｅ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ＰＢＬ）则是ＰＢＬ的延伸，是在ＰＢＬ基础上通过

解决病案来学习。ＣＰＢＬ采用的病案较ＰＢＬ中所提及的病例

更加完整，更能体现出多个章节内容间的关联，在病理生理学

教学中ＣＰＢＬ将更注重与临床的联系，以学生为中心能够被完

好地体现出来［５６］。教师可根据学习进度，于相应章节学习之

后安排时间，在学生中展开病案分析讨论。在病案分析过程

中，由教师描述病案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特点，鼓励学生从多角

度提出推断，分析该病案的病因、发生机制、功能代谢变化及防

治原则。学生则针对病案提出自己的观点，由此展开讨论。最

后，教师根据学生的讨论结果给予全面的总结。由此，对于培

养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对于逐步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若将ＣＰＢＬ和现

代多媒体技术有机融合，并应用于病理生理学课堂教学，必将

充分发挥二者的长处，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病理生理学核心

知识。

１　ＰＢＬ及ＣＰＢＬ教学模式的发展演变

ＰＢＬ教学法是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Ｂａｒｒｏｗｓ于１９６９年在

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与传统教学模式比较，它以重

能力培养代替重知识传授，以学生为中心代替以教师为中心，

以小组讨论代替班级授课制，以“提出问题———建立假设———

收集资料———论证假设———总结”的五段式教学代替传统的教

学模式，实现了从“知识中心型”教学向“能力中心型”教育的转

变。目前ＰＢＬ教学方式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开展，并逐渐

成为一种固定的医学课程模式［７］。虽然国外成功经验表明，实

施ＰＢＬ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我获取知识和再学

习的能力［８］。但由于多年来，中国的教育模式一直采用传统授

课方式，加之学生数量过多、教学成本太高和教学设施现代化

条件不足等特点，这些都给开展ＰＢＬ教学带来很多问题。作

为民族医学院校，地处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知识层次结构不

等，整体自学能力不是很强，部分学生基于一定程度的懒惰心

理，还依赖于传统讲授法的授课形式；且长期由于设施条件的

限制，使学生获取知识途径单一，学生主动到图书馆或利用网

络查阅相关资料的人数不多，阻碍了学生知识面的拓宽，使得

ＰＢＬ模式难以在整体学生中开展。

ＣＰＢＬ则完善和发展了ＰＢＬ。ＣＰＢＬ是ＰＢＬ的延伸，是在

ＰＢＬ基础上通过解决临床病案来学习。ＣＰＢＬ采用的病案较

ＰＢＬ中所提及的病例更能体现出多个章节内容间的关联。

ＣＰＢＬ更加注重病理生理学与临床知识的联系，以学生为中心

可以被完好地体现出来。这种新的模式避免了传统教学法

（ｌｅ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ｉｎｇ，ＬＢＬ）单纯以教师为中心和ＰＢＬ主要以

学生为中心的两个极端，真正实现了教师与学生同心协力，教

学相长，学教并重的目的。同时，该模式也可帮助同学系统复

习所学过的病理生理学知识，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和灵活

运用知识的能力，对逐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引进ＰＢＬ和ＣＰＢＬ的院校逐渐增多，如

中南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等。这些院校大多在临床课尤其是护

理学的教学中部分试行，教学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即核实

相关术语、找出病例中的有关线索、根据线索推测并做出假设、

制订学习日程、所有成员自学获取大量的资源、与其他成员分

享学习成果、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据报道都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４］。而在基础医学教育特别是病理生理学教学的应用

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

到目前为止，国内部分医学院校已将ＰＢＬ教学法应用于

病理生理学教学中，但尚未将ＣＰＢＬ结合各自医学院校实际完

全应用。因此，根据本校的特点设计制定出适合少数民族地区

医学院校病理生理学教学的ＣＰＢＬ模式，通过比较传统教学和

ＣＰＢＬ教学之间的主要异同，对于提高本校专业课教学质量、

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和学校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　ＣＰＢＬ教学模式的实施应用

本校已有预防医学教研室和微生物与免疫学教研室开展

了ＰＢＬ教学法，再通过ＰＢＬ及ＣＰＢＬ教学法在病理生理学教

学中的应用，可以形成群体效应，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开拓创造性思维，锻炼学生的逻辑推

理、口头表达能力和增强团队精神，从而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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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面提高，为以后临床课程的学习和临床实践打下良好基

础，使病理生理学基础与临床间的“桥梁”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也为本校培养出一批有创新能力、实用技能的高素质人才贡献

一份力量。目前，本校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及相关科室教师都具

有丰富的教学教改工作经验，熟悉教学各个环节与步骤，具备

查阅资料、收集相关教学图片、分析典型病例、组织驾驭课堂等

能力。可以协助ＣＰＢＬ教学模式开展的校附属医院，是滇、黔、

桂三省交界地区的医疗中心，三甲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数量

多，病种丰富，有利于典型病案的采集。

按ＣＰＢＬ教学法讲授，教师可以先提出学习目标、学习内

容及学习要求，并适时抛出相关病案，即在学习每一章时选择

与本章内容关联较大的病案，并与知识点讲授基本同步式提

出。例如，在“ＤＩＣ”章中设置病案：某女，足月妊娠分娩后，阴

道仍流血不止。进行抢救时，初期输液针头内凝血影响输液，

随后，针刺部位渗血不止，终因抢救无效死亡。死后病理解剖

诊断为：急性ＤＩＣ。病案分析：此患者为什么会发生ＤＩＣ？为

何会出现输血凝血、针刺部位渗血和阴道大流血等临床表现？

在介绍ＤＩＣ重要病因之一妊娠分娩时即可提出；再如，某西南

野外勘探队员，在野外作业时不小心被毒蛇咬伤，因缺乏自救

常识且条件艰苦，对伤口长时间未以理会，皮肤先出现点状出

血点，后流鼻血不止，因地域偏远抢救不及时最后导致器官功

能衰竭。病案分析：此患者出现了什么病理过程？发病机制如

何？为何病变进展如此之快？在介绍ＤＩＣ另一重要病因之一

促凝物质进入血液时即可提出。有了病案的设置，可以使学生

通过认真学习教材和查阅资料，掌握ＤＩＣ的发病原因、发病机

制和临床表现以及这些临床表现的发生机制，以提高学生综合

运用知识的能力。如在讲到“休克”一章时，问：李某，车祸外伤

后失血８００ｍＬ，他会发生休克吗？学生为了找到答案，就会查

找引起失血性休克的条件，从而掌握这一重要知识点。至于适

当抛出病案的数量，要根据知识点在本章教学中的重点程度及

学生对此是否容易理解，对于重点内容如临床多见，对指导疾

病预防与治疗有很大意义的，且学生只通过枯燥文字不好理解

的知识点，便可适当多设置一些病案，并设计好由病案而来的

各种问题。因此，本教学法的关键点就是围绕知识点的病案设

置，作者要以病案为主线，辅以病案衍生出的相关问题，二者相

辅相成。这便是关系到本教学法实施方案的重点，也是该教学

法的特色所在。因此，课前的授课设计至关重要。

利用多媒体技术优化教学手段，以病案分析中涉及到的问

题形式揭示教学要点。采用知识讲授与问题讨论相结合的方

式，加强以病例、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的讨论式教学。学

生通过自学———查阅文献资料———开展分组讨论———教师辅

导答疑———学生展示讨论结果———教师简练总结分析等多个

教学环节进行学习。民族医学院校，由于学生的知识结构及层

次不等，因此教学上可采用以相关典型病例作为线索，教师精

讲重点、难点理论知识，并在教师引导下大力开展学生分组讨

论，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逻辑分析能

力。最后通过问卷调查、同行评价、学生学习成绩及综合评估

等方式，与其他实施传统教学方法的对照班级进行比较，就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加以分析，用电脑统计软

件进行所得数据的统计处理，以客观评价ＣＰＢＬ的教学效果。

作者选择本校２０１０级临床医学本科学生为授课对象，其

中设９、１０两个班为实验组，其他班为传统授课式的对照组，为

客观评价教学效果，采用对实验班做问卷调查及成绩分析两种

方法。

实验组发放含有９个问题的问卷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１０６份，回收１０６份，回收率１００％。问卷调查结果见表１。

表１　　实验组学生问卷调查结果（狀＝１０６）

评价结果 好 一般 差

提高学习兴趣 １０４ ２ ０

调动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 １０２ ３ １

提高自学能力 ９６ ８ ２

增加师生互动 １０５ １ ０

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９５ ７ ４

培养创新性思维能力 ９５ ８ ３

提高学习效率、加深记忆 ９４ ８ ４

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及思维拓展 １０２ ３ １

提高独立思考能力、表达能力 ９９ ６ １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随机抽取的同专业同年级３班和５

班）考试成绩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见表２。

表２　　实验组与对照组成绩对比（分）

组别 狀 ≥９０ ８０～８９７０～７９６０～６９ ＜６０ 平均分 犘

对照组１１３ ２ １４ ６１ ２７ ９ ７３．５９ ＜０．０５

实验组１０６ ６ ３７ ５２ ７ ４ ７８．２１

　　通过上述结果可以看出，用ＣＰＢＬ教学法的学生普遍认为

采用此方法可以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自学能力以及独立分析、

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性思维和科学思维能力，加强

了师生互动，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有利于病理生理学

知识的学习。成绩分析结果显示，实验组平均成绩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３　融合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实施ＣＰＢＬ，优化教学手段，完

善课堂教学

ＣＰＢＬ病案选取和展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传统教学

模式因无法形象描述病案，大大影响了ＣＰＢＬ教学效果。利用

现代多媒体技术，综合图像、动画、音视频等多媒体资源，可将

病案有逻辑性、条理性、形象生动地逐一展现在学生面前，提高

学生的认知效果，加深感知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将

使学生更好地参与到课堂，大大提高教学效果［９］。

结合多媒体技术，知识讲授中用病案导入教学内容，并以

病案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能够使学生对病案有很好的感性认

识。由于多媒体技术的特点是直观、形象，在此基础上结合病

案提出问题，易使学生高度集中注意力，加深对问题及相关理

论知识的理解。原本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在病案、问题的带动

下，辅以多媒体生动演示，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必将大大提

高。比如在讲“休克”一章时可以举出许多临床上常见各种类

型的休克病例，如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地震房屋倒塌造成砸伤

引起的创伤性休克，大面积烧伤患者早期的低血容量性休克、

晚期出现的感染性休克，药物或食物过敏引起的过敏性休克

等，临床表现和发病机制均有差异，都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出

大量的病案，此时结合患者入院后的处理情况给出患者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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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检查指标，让学生来分析判断疾病各阶段患者为什么会

出现各不相同的症状和体征？这样的病理过程是怎样发生、发

展的？从而逐步揭示休克的本质即微循环障碍，再进一步探讨

微循环变化的机制。教师逐层深入地结合病案提出质疑，最后

引导学生靠自己的力量逻辑推导并解决各种问题，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才是最深刻的。同时，在网络环境下［１０］，教师可以指导

学生利用ＰＵＢＭＥＤ、知网等网络数据库资源获取国内外科学

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技术，指导学生掌握科研动态。教师也可就

当前热点医学问题、热门的健康与疾病话题以问题的形式与学

生共同讨论，如针对世界卫生组织设立的各种疾病日，例如“世

界肾脏病日”、“世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日”等，每年都有特定的

宣传主题，对这些主题的探究和理解完全可以结合相关病理生

理学知识来完成，可充分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如２０１１

年世界肾脏病日的主题是“保护肾脏，挽救心脏”，在组织课堂

讨论时，可将网上报道的各地相关活动新闻以图片或视频形式

简单列出，同样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进一步提出

设问：可否运用学过的病理生理学知识去解释这个主题？这样

就可以将学过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及心力衰竭等章节的知识

统统串起，引导学生做到对知识的融会贯通。

因此，融合多媒体现代教育技术和ＣＰＢＬ模式对于病理生

理学教学是一种有益尝试。利用多媒体技术优化教学手段，让

学生学习基础理论的同时，尽早从感观上到知识层面上接触临

床。这样可以使临床医学教育的概念和具体教学内容早期化、

长程化，又可以让学生尽早体验医师角色，学会运用基础理论

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教师可通过多媒体技术让学生观

看病历资料，相当于间接接触患者，将真实情境运用于教学中。

教师通过网上查找、自行拍摄制作或购买等方式，将更多的典

型病例图片、影像视频和病史资料及诊疗过程等加入多媒体课

件中，直观，生动。变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兴趣，使学生在视

觉和记忆上留有深刻的印象。通过这种病案加问题讨论式的

教学，可以让学生提前接触临床知识，促进基础与临床的结合，

为以后临床知识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４　ＣＰＢＬ教学模式的实施对民族医学院校教学改革的意义

４．１　提高学习效果　可以提高学习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能帮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

提高学习效果。

４．２　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有利于教师自身水平的提高，更有利

于对本教研室年轻教师业务素质的培养　（１）教师必须通晓本

专业的基本理论。（２）教师要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能力，能

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相关教学资源要充分合理的利

用。对于典型病案资料的来源，教师可到网上查询、图书馆查

阅、到医院搜集病历资料等方式，也可聘请相关临床医生对病

历资料的选择与分析进行指导，以保证病案质量。设计问题也

要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病案的选择要有明确的目的性，难度

适中，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重点知识，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３）教师必须提高驾驭课堂的能力，正确引导学生对病案进行

分组讨论，同时教师还要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善于调动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讨论热情，对于讲述、引导、提问、总结的时机把

握要恰到好处。

４．３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主动学习能力、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应用知识的能力，符合培养高级应用型

人才的教学要求　将病理生理学与多门医学基础课、临床课融

会贯通的教学思路，有利于引导学生用联系的、发散的、全面的

观念进行学习；大量病案和引伸问题被引入理论教学，将循序

渐进地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之多

媒体技术的应用，教学资源丰富，学生可尽早从感观上和知识

层面上接触临床，从中得到启发，获得知识。

４．４　有利于学生巩固基础知识，从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很好

过渡，为临床知识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将病理生理学内容与

多门基础课程进行纵、横联系学习是在复习巩固基础知识的基

础上引导学生进行学科探索；同时将病案引入病理生理学教学

也缩短了基础与临床的距离，可尽早让学生体会到理论应用与

医学实践的乐趣与成就感。

４．５　开创教师与学生、基础医学教师与临床医生的交流平台

　只有深入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教师才能懂得如何精简理

论授课内容，如何选择适合学生水平提高的病案资料和相关问

题；只有与临床医生进行沟通，教师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当今医

学诊治的发展水平，以调整基础教学的重点内容，才能更有针

对性地选择和更新病案资料、多媒体影像资料，而临床医生也

能更好地理解和配合基础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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