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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理学基础》作为预防医学专业重要的一门二级学科，一

直以来都是预防医学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随着大量

外源化学物涌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及周围环境，以及人类对化

学物质毒性危害认识的日益深入，毒理学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１］。为了改

变灌输式的传统教学模式（ｌｅ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ＬＢＬ），激发

学生学习的兴趣，有效掌握理论知识，将互动式、启发式教学真

正引入本科教育，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及自主学习的能

力，本教研室在教学中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和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ＢＬ）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９月预防医学专

业２００７级和２００８级共８７人作为研究对象，分为两组：２００７级

共４１名（男生１６名，女生２５名）学生作为对照组，平均年龄

（２２．２±０．７９）岁；２００８级共４６名（男生２２名，女生２４名）学生

作为实验组，平均年龄（２１．３±１．１０）岁。两组学生在性别、年

龄及入学成绩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由同

一名教师担任２个班的授课。

１．２　方法　对照组采用ＬＢＬ教学方法，由带教老师教授本课

程所有内容，学生课堂听讲；实验组采用ＰＢＬ结合ＣＢＬ教学

法，具体教学过程如下：（１）选取教学案例并设计问题。课前教

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确定ＰＢＬ案例专题，精心设计一系列

“问题”。问题的设计应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且注意知识点之

间的逻辑关系；选取的案例应具有启发性和针对性，能引起学

生的兴趣，使注意力迅速集中到课堂内容上来。（２）案例讨论

的实施。授课前，教师将ＰＢＬ案例及其相关问题发给学生，按

照每７～８人划分为一学习小组，要求每位学生预习教材相应

章节内容，并查阅文献收集相关资料，仔细思考提纲中的问题。

（３）课堂分组讨论。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做到各组畅所欲言，教师适时引导学生并讲解，最后由小组推

荐代表进行综合发言。（４）教师点评归纳总结。学生讨论完毕

后，教师根据学生发言和讨论情况，针对一些共性问题和争议

较大的疑难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概括性地归纳总结本课时的重

点和难点，同时对各组的案例分析以及问题解答进行点评，指

出不足，提出要求，使学生真正掌握所学知识。

课堂教学中老师可创设一些与现实相联系的，同时又与毒

理学课程有关的当前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要求学生因人

而异、因事制宜，结合所学知识展开课堂讨论。如将２０１１年

“瘦肉精事件”、台湾地区“塑化剂污染食品事件”作为典型案例

引进课堂，组织学生进行案例讨论分析。带教老师提前１周将

案例的背景资料和相关详细信息提供给学生，要求学生分成小

组根据案例材料进行认真讨论，提出各自的见解，最后带教老

师对同学们的讨论进行点评和总结，引导启发学生掌握学习毒

理学的重要性。

１．３　问卷调查　参考文献［２３］，结合学生实际特点自行设计

调查问卷。重点对采用ＰＢＬ结合ＣＢＬ教学方法后，学生学习

效果及理论实践考核成绩等进行调查。发放调查问卷４６份，

采取匿名自填方式，在规定时间由调查员现场全部回收，回收

问卷４６份，回收率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狋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采用ＰＢＬ结合ＣＢＬ教学法后学生学习效果调查结果见

表１。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发现运用ＰＢＬ结合ＣＢＬ教学

法的实验组学生各项考核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采用ＰＢＬ结合ＣＢＬ教学法学生学习

　　　效果调查（狀＝４６）

调查内容 很好 较好 一般

与传统方法比较更喜欢这种教学模式 ４２ ３ １

能激发学习兴趣 ４０ ２ ４

能锻炼分析和思考问题的能力 ４１ １ ４

能提高创新能力 ４３ ２ １

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４５ １ ０

能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４４ １ １

能培养沟通交流协作能力 ３９ ４ ３

能提高综合素质 ４２ ３ １

表２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狓±狊，分）

组别 理论成绩 实践成绩 综合成绩

实验组 ８０．５±７．４ ７２．０±５．２ ７８．５±６．３

对照组 ６９．３±６．１ ６３．５±５．８ ６５．４±６．１

　　：犘＜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

３　讨　　论

在教学改革实践中，教师的教学行为对教学改革的实施以

及改革的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是教学改革的主导，

教学改革需要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兴趣需要和学习过程需要

出发［４］，达到教学目的的实现和教学质量的提高。ＰＢＬ是美

国神经病学教授 ＨｏｗａｒｄＳ．Ｂａｒｒｏｗｓ于１９６９年在加拿大的麦

克马斯特大学首创［５］，并逐渐成为中国医学教育改革的一种趋

势。其优点是可以促进学生开放式探索、独立学习和终身学

习、团队合作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指导思想也符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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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改革及培养新世纪医学专业人才的需要［６７］。ＣＢＬ

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列举典型案例，使抽象的理论变得具体、形

象的一种教学方法，其核心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小组讨论式教学［８］。

ＰＢＬ和ＣＢＬ教学均是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

教学模式［９］。基于以实际出发为根本的出发点，综合ＰＢＬ与

ＣＢＬ各自的优点，扬长避短，而衍生出了以问题为导向教学法

ＰＢＬ与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ＣＢＬ相结合的教学新模式
［１０］。

该模式是在原有的ＰＢＬ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ＣＢＬ的内容，按

照ＰＢＬ的教学要求，借助案例，由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对案例

的分析讨论，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

入透彻，培养和提高了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和逻辑推理能

力。本调查结果显示，ＰＢＬ结合ＣＢＬ教学法在《毒理学基础》

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基本达到了实现素质教育的

目的。

建立适合且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是保障《毒理学基础》教

学效果的关键。本教学实践效果表明，采用ＰＢＬ结合ＣＢＬ的

教学方法，通过对“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污染事件”、“地沟油事

件”和“问题血燕事件”等与毒理学知识相关案例的讨论、分析、

总结，加深了对其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培养了学生良好的

学习习惯和自学能力，启迪了学生的思维和激发了其学习的求

知欲，提高了学习效率和效果；同时，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

中，不断研读教学案例，主动思考和反思教学互动中出现的问

题，亲身体验教学思想，对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有较大的帮助。

但在目前的《毒理学基础》教学中，ＰＢＬ结合ＣＢＬ的教学模式

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在今后的教学中，如何灵活掌握、综合运

用该教学模式，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

的能力，团结协作精神和创新思维习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

会责任感强的毒理学专业人才，还需要不断地实践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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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专业技能综合素质提高，护士能较好地运用沟通技巧针对

不同患者从入院到出院各个阶段进行健康教育，增强了与患者

及家属充分沟通并建立融洽关系的能力，患者的满意度从

９０．１％增长到９７．６％。康复护士根据不同患者的病情采用与

日常生活活动密切相关的运动治疗、作业治疗，督促患者主动

“自我护理”，重建身心平衡，最大限度地恢复其生活自理能

力［６］，提高了患者的健康行为，促进了康复。

３．４　医院领导的支持与重视　医院领导高度重视康复专科的

发展，大力支持康复护士的继续教育培训，在资金和人力方面

给予大量投入，制订了相应的配套政策，将继续教育培训结果

与绩效、年度评优、评先挂钩，为自学深造的护士提供经费保

障，为院内集中培训提供后勤支持。护士的工作积极性极大提

高，康复患者服务质量明显上升。

知识的积累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成为能力，并进一步内化为

综合素质［７］。应系统地对康复护士进行继续教育培训，提高其

专业能力，更好地为患者康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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