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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科技迅猛发展，学生在课堂上有限的时间内

要掌握所有的新知识、新技术已不可能。因此，通过教学方法

的改革来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引导医学生学会怎样进行学

习，继而学以致用，已经成为国内外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模式就是

顺应这一趋势产生的。ＰＢＬ教学是１９６９年美国神经病学教授

Ｂａｒｒｏｗｓ在加拿大 ＭｃＭａｓｔｅｒ大学医学院首创的，它既是一种

课程又是一种学习方式，其宗旨是把学习置于问题情境中，让

学习者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知识，并掌

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１２］。本研究在充分理解ＰＢＬ教育理

念的基础上，结合病理生理学的学科特点，将教学模式优化为

以“病案”为基础、以“问题”为主线、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在病理生理学部分章节中引入ＰＢＬ教学法，探索其在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转变学习方式、提高本学科教学质量和效

率方面的作用。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本校２０１１级成教临床医学专业两个本

科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一班（９９人）为观察组，二班（９５人）

为对照组。

１．２　教学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观察组采用

ＰＢＬ教学，选择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且适合案例分析的《缺

氧》和《心力衰竭》两个章节进行ＰＢＬ教学。实施方案：依据教

学大纲，就授课内容拟定相关病案→围绕病案针对教学目标设

计一系列链式问题→学生利用教材、参考资料以及网络平台自

主学习解答问题→分组讨论→课堂发言及成果交流→总结

评价。

１．３　质量控制　由同一位教师负责全程授课，观察组和对照

组除教学方法与实施环节不同外，课程目标、内容以及考试试

卷均相同。

１．４　问卷调查　自行设计问卷，采用封闭式问答和开放式问

答相结合的方式对观察组学生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问卷题

目主要涉及学生对于教学方法的倾向与态度、接受程度、压力

程度、对自身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待提高和改进之处等方

面，调查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１．５　统计学处理　用相同试卷对观察组和对照组学生进行考

试，考试成绩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行正态性检验、独立样本狋

检验，两样本秩和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问卷调查结果　观察组发放问卷９９份，回收有效问卷

９９份，无弃权。见表１。

表１　　在病理生理学教学中开展以病案为基础的

　　　ＰＢＬ教学的认知情况调查（％）

项目 肯定 中立 否定

病理生理学教学中是否有必要进行传统教学方法

的改革
５８．５９１８．１８２３．２３

是否能接受以病案为基础的ＰＢＬ教学方式 ７６．７７２０．２０ ３．０３

是否能重视并认真完成案例及其问题 ８２．８３１２．１２ ５．０５

以病案为基础的ＰＢＬ教学是否能激发学习兴趣 ７９．８０１６．１６ ４．０４

是否有助于课程重点、难点的理解 ６９．７０１９．１９１１．１１

是否有助于拓展知识面 ７２．７３２６．２６ １．０１

是否有助于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６４．６５３３．３３ ２．０２

是否增强了与他人交流合作的能力 ８３．８４１０．１０ ６．０６

希望以后继续进行ＰＢＬ教学 ５６．５７２２．２２２１．２１

对本次ＰＢＬ教学效果是否满意，满意的原因有哪

些？
７４．７５１８．１８ ７．０７

如果你反对ＰＢＬ教学，反对的原因有哪些？

你对病理生理学中采用以“病案”为基础的ＰＢＬ

教学还有哪些意见或建议？

２．２　期末考试成绩分析结果　分别对观察组和对照组全体学

生试卷中各类单项成绩和总成绩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观察

组学生判断题和病案分析题的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犘＜

０．０５），总成绩略高于对照组（犘＞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病理生理学期末考试成绩比较（狓±狊）

组别 狀 名词解释 单选题 判断题 填空题 简答题 病案分析题 总成绩

观察组 ９９ １１．５３±２．８５ ２０．８７±５．４３ １２．２８±２．０８ １０．９３±３．３９ ６．７４±２．４８ １０．３９±２．９３ ７２．６１±８．２２

对照组 ９５ １１．６８±２．７２ ２０．６３±５．６０ １１．４２±２．６４ １０．７４±３．６５ ７．０４±２．２５ ９．４０±２．９６ ７０．９２±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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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病理生理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以病案为基础的ＰＢＬ教学

模式在本学科中的应用与其他基础学科相比具有更大的优势。

首先，病理生理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转归的规律和机制的

学科，其研究对象是疾病，因此在教学中不能脱离疾病，而仅限

于理论知识的讲授。以病案为基础的ＰＢＬ教学将学生置于具

体的案例情境中、通过层层推进的设问制造心理悬疑，用问题

来驱动学习，使学习目标更为明确，也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

其次，病理生理学作为沟通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

科，其责任是把学生从对健康人体的学习、逐渐引向对患病机

体的认识。ＰＢＬ教学模式恰恰为从基础理论过渡到临床实践

架起了桥梁，学生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

义构建，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３］。此外，成教学生生源复杂，学

习能力参差不齐，客观上也更需要进行因材施教。同时，在本

研究的问卷调查中也反映出半数以上的学生（５８．５９％）认为有

必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７６．７７％的学生能接受ＰＢＬ教学模

式，且大多数（８２．８３％）能完成案例及其问题任务。因此，以上

几方面充分证明在病理生理学教学中开展以病案为基础的

ＰＢＬ教学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研究结果来看，ＰＢＬ教学法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其综合素质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ＰＢＬ教学模式可以从

学习动机、学习策略、自我调节３个维度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现代认知心理学发现，悬念是一种强烈的挂念心理，这

种心理活动有很大的诱惑力，能促使人追根究底［４］。本研究以

临床病例为先导，层层设问为纽带，学生参与问题的解决过程，

体验探索的艰辛，问题解决后的成就感进一步增强了学习兴

趣。因此，７９．８０％的学生认为ＰＢＬ教学使学习目的更明确，

学习过程充满动力。此外，作为学习的主体，学生必须在课外

独立查阅资料、利用身边的信息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并通过小

组讨论共享集体智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新知识主动消化

并加以灵活运用。所以，ＰＢＬ策略克服了学生的依赖思想，提

高了自我监管能力，也从多角度对学生获取知识、交流表达、团

队协作等方面的能力进行了考察和锻炼，这对实现终身学习大

有裨益［５６］。同时，考试成绩分析也显示，观察组判断题和病案

分析题得分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该教学模式让学生真切体会

到“所学有用武之地”，能发挥病理生理学桥梁学科的作用，提

高了教学质量和效率。

实施ＰＢＬ教学，对师生的综合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７］，因此，在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１）虽然ＰＢＬ教学

受到大部分学生的肯定，但当问到是否希望以后继续进行

ＰＢＬ教学时，有２１．２１％的学生持否定态度，其反对原因主要

是ＰＢＬ教学增加学习负担和加大学习压力。这与部分学生对

传统教育的依赖性及惰性思想有关，因此需要教师妥善引导，

将学习压力转变为动力。ＰＢＬ教学的开展可循序渐进、宜精

不宜多，让学生逐步适应；若开展太过频繁，会导致学生精力不

足，尤其对部分学习自觉性差的学生来说，反而起不到正性促

进作用。（２）就本次ＰＢＬ教学的满意度看，根据开放式问答，

大部分学生对教学方式、学习效果感到满意；但对教学组织环

节、教师的指导作用等方面，认为还有待提高。比如，教师对课

外自主学习环节指导不够、学生查阅资料困难；有些问题设置

覆盖面广、要求过高；在分组讨论时有的同学不配合、缺乏团队

精神等。因此，在实施过程中首先应做好教师的培训工作，通

过集体备课、教学研讨活动、网络教学平台等措施为教学保驾

护航，提高教师的辅导技巧和胜任能力［８］。同时，应充分分析

教学实际和学生特点，注意因材施教，引导问题的设定可按难

易、先后、主次等加以分解并根据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照顾到

不同层次学生的认知水平给予支持和引导［９］。此外，应改革考

核模式，引入形成性考核评价机制，将课堂提问、小组讨论、读

书报告、课外作业等纳入考评成绩中，这样才能改变相互依赖

的大锅饭的思想，调动参与积极性，为自主学习注入动力［１０］。

所以，ＰＢＬ教学法的实施和推广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深入。

总之，病理生理学是与临床结合最紧密的基础医学学科，

以病案为基础的ＰＢＬ教学通过“联系案例问题引导自主探

究合作学习总结提升”的教学策略，在解决问题的体验中实

现了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不仅在基础与临床、

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状中找到一种解决方案，而且有利于学生

综合素质的培养，这对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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