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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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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U!

'自

;ILI

年在加拿大被提出以来#逐渐被西方的教育体系所接受#

并在众多的国际知名的高等学府中开展$

;

%

"但
6U!

教学模式

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迅速推广和应用仅是近
;S

年才出现的#

现在已逐渐成为我国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一个趋势"

6U!

是

一种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多项研究表明

6U!

教学模式对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双向交流!临床思维及团

队协作等能力有积极作用#也能够提高课程考试成绩$

J8M

%

"在

6U!

教学模式中#

6U!

教学案例的选择和构建是这一教学模

式的核心#好的案例是
6U!

课程成功的必备条件$

X

%

"目前#国

内高等医学院校的
6U!

教学没有统一的教材#

6U!

教学案例

有的是引进的案例#大部分院校是自行组织编写$

L

%

"自编

6U!

教学案例可以克服引进案例的,水土不服-#更符合我国

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现状#以及课程本身的实际"

作者长期从事医学统计学的一线教学#并且在临床医学八

年制的医学统计学教学中开展了
6U!

教学和大量的案例教

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N8K

%

"本文探讨了在医学统计学理论教

学中开展
6U!

教学模式时教学案例的设计#以期为开展和推

广本学科
6U!

教学改革提供一定参考"

>

!

6U!

教学案例编写原则

虽然各学科
6U!

教学模式相似#但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

特点"医学统计学作为一门工具类的公共基础课程#与医学类

课程有密切的联系#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编写医学统计学

理论授课的
6U!

案例时需要把握一些特定的原则"

>B>

!

符合课程自身规律
!

与医学课程更强调形象思维不同#

医学统计学更强调抽象思维#它需要依托医学科研情景#利用

医学数据的复杂多变性#教会学生处理医学科研数据的思维和

方法"这需要以基本的统计概念和理论作为基础#在学生缺乏

抽象思维的医学教育中#基本统计概念和理论更适合采用传统

讲授式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因此在进行
6U!

案例设计时要

注重教学内容的规划和选择#选择适合开展
6U!

教学模式的

内容"

>B?

!

注重培养统计思维
!

医学统计学以培养学生科学的统计

思维!实事求是的科研作风为根本目的"

6U!

教学模式的特

长正是对学生思维能力#发现问题和解绝问题的能力的训练"

在
6U!

案例的设计过程中应注意案例的呈现和引导问题的设

计#引导学生形成科学的统计思维#能够应用统计学原理进行

一定的科研设计#能够运用统计学方法处理科研数据#进行科

学推理与总结归纳"

>B@

!

理论与实践并济
!

医学统计学作为一门工具类学科#更

强调实际应用"案例编写一方面要包含理论内容#另一方面要

突出数据分析的实践#可以合理设计引导问题训练学生利用统

计软件或计算器等方式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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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味性和严谨性兼顾
!

6U!

教学的精髓在于学生的主

动学习#主动提出和探究问题+课堂形成积极的讨论#课下查阅

资料#归纳!整理所学知识"这就要求案例必须具有吸引力和

趣味性#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但同时医学统计学又是

一门严谨的学科#对基本定义和原理的理解应该准确#统计思

维的过程要符合数据分析的逻辑"所以在案例设计时尽量用

通俗的语言引出统计学问题#教会学生把实际问题转化为统计

学语言去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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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科研实际
!

医学统计学在医学科研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因此
6U!

案例的设计应来源于真实的科研问题#不能天马

行空#乱编数据#误导学生"

?

!

6U!

教学案例设计

?B>

!

教学内容设计
!

传统医学统计学的理论教学内容并不都

适合开展
6U!

教学#在进行
6U!

教学前需要对统计学基本概

念和原理进行铺垫+对于这一部分内容#仍然保留为传统讲授

式的教学模式"这一部分教学内容包括(医学统计学概述!资

料的分类!统计推断基础!假设检验概述!实验设计基本理

念等"

传统教学模式在讲授基本统计学方法的部分时#将教学内

容按照统计方法进行章节的划分#包括描述性统计!参数估计!

7

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秩转换的非参数检验!直线回归

与相关!统计表与统计图!实验设计与调查设计等"这一部分

虽然也有大量理论内容#但可以进行
6U!

教学#只是需要对传

统的教学内容进行重新组合"但在
6U!

教学模式中#需要对这

些教学内容重新进行整合#让每一个
6U!

案例构成一个,完整

的故事-#在每一个,故事-中#都贯穿着统计学思维#让实验设

计!统计描述!统计推断!结果呈现与解释融合在每一个案例中"

因此教学内容可以按照资料的类型和分析目的进行划分#

6U!

教学模式与传统讲授式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比较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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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设计
!

6U!

案例是为
6U!

教学服务的#因此案

例的编写要符合
6U!

课堂教学的规律"

6U!

案例分为教师版

和学生版#教师版中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建议!参考书目#在案

例各幕中给出辅导注意事项!提示问题和讨论方向#最后还包

括案例讨论小结及教师备用材料"学生版只保留教学目标!参

考书目!案例各幕及讨论方向"在教学过程中案例
;

"

9

幕的

内容及相应问题逐次发放给学生#讨论完一幕才能发下一幕+

最后一次讨论完#再发放学习目的和参考资料"学生在讨论中

的表现要尽可能详细记录以便给予评价与反馈#案例讨论结束

后教师进行课程小结#对知识点和教学目标进行梳理"

?B@

!

案例与引导问题设计
!

案例设计为
9

幕#第
;

幕中给出

研究背景和研究数据#引导问题可以就研究设计展开+第
J

幕

中给出研究目的或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引导问题可以围绕统计

学方法#软件操作等展开+第
9

幕中可以给出研究结果#引导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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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可以围绕统计分析结果的呈现&比如统计图表制作'和解释

展开"通过
9

幕的学习和讨论#培养学生从研究设计到数据收

集与分析#再到分析结果呈现与解释的一整套统计思维"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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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U!

教学模式与传统讲授式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比较

传统教学模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6U!

教学模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医学统计学概述 讲授式 医学统计学概述 讲授式

统计资料的分类 讲授式 统计资料的分类 讲授式

描述性统计 讲授式 实验设计与调查设计 讲授式

统计图与统计表 讲授式 统计推断基础 讲授式

统计推断基础 讲授式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概述 讲授式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讲授式 单组正态分布资料的统计分析
6U!

7

检验 讲授式 单组非正态分布资料统计分析
6U!

方差分析 讲授式 两组正态分布资料的比较
6U!

卡方检验 讲授式 两组非正态资料的比较
6U!

秩转换的非参数检验 讲授式 多组正态分布资料的比较
6U!

直线回归与相关 讲授式 多组非正态分布资料的比较
6U!

实验设计与调查设计 讲授式 两&多'组率的比较
6U!

两&多'组构成比的比较
6U!

单组资料双变量相关与回归
6U!

@

!

实
!!

例

在,单组正态分布资料的统计分析-学习内容中#作者将

6U!

案例取名为,我们班男生的身高-"在这一内容中知识点

包括正态分布资料的统计描述方法#总体均数的可信区间估

计#单样本
7

检验及其前提条件"在第
;

幕中虚拟了
;

名大学

新生,王小帅-#对班上同学的身高产生兴趣#在这一幕中讨论

问题是鼓励同学通过收集全班男生的身高值#判断其分布形

态#并用均数和标准差对其进行描述"在第
J

幕中,王小帅-想

要知道全校男生的身高的平均水平#随着分析目的的变化#讨

论问题延伸为总体和样本的关系#总体参数的估计"在第
9

幕

中给出重庆市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值#讨论全校男生的身高是

否达到重庆市平均水平#学习及讨论的内容进一步延伸为单样

本
7

检验及其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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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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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在医学统计学理论课程中开展
6U!

教学是医学统计学教

学改革的大胆尝试"医学统计学与临床医学课程有很大的区

别#它有其特殊的统计理论作为课程支撑#强调统计推导的逻

辑性"如果学生没有一点统计理论基础就接触
6U!

课程#会

显得不知所措#面对案例会,无从下口-#不知从何处开始讨论"

因此前导课程中要讲授必要的统计理论基础#同时在案例设计

时#教师的提示性问题的设置也显得非常重要#应以能够引导

学生进行统计思维为宗旨"

医学统计学的知识点比较分散#统计方法众多#很难用几

个案例就涵盖所有的知识点"因此在
6U!

案例设计时要大胆

打破传统教学的内容框架#进行合理的内容重组#并且要大胆

摒弃传统教学中对知识内容求大求全的教学理念"应以真实

科研问题为案例背景#对实际科研工作中常用的统计学方法可

以,浓墨重彩-+而小应用的统计学方法可以不放在案例中体

现#但教师可以通过课程总结#对知识点进行梳理和补充#使学

生形成较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

虽然
6U!

教学对知识点的覆盖不如传统教学那么系统和

全面#但却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I

%

#

6U!

案例在此过程中承

载着重要作用"

6U!

案例的成败需要教学实践的检验#需要

在反复锤炼中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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