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思维的发展，提供训练评判性思维的机会。

综上所述，高仿真教学可以帮助护生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内

化为临床执行力，提升其自我效能感。护生对高仿真教学的参

与度和积极性是教学效果的强预测因子。教师一定要将优质

教学原则考虑其中，激发学生对高仿真教学的学习兴趣，优化

教学过程，适当引入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达

到最佳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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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ＣＡ模式结合ＰＢＬ教学法在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肖智博，吕富荣△，吕发金，李咏梅，盛　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科，重庆４０００１２）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４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３３０２

　　我国１９９８年设置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医

学人才培养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

既是一个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学生进行科学管理的过

程。作为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

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更需要通过科学的管理、适合的教

学方法，来让学生更全面的掌握学科知识、提升其临床实际问

题的解决能力及创新能力。

近来兴起的ＰＢ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教学法，是以

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方法，是１９６９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Ｂａｒ

ｒｏｗｓ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麦克玛斯特大学（ＭｃＭａｓ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医学院提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得了较快的发展，目

前已成为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教学方法［１５］。由美国著名的质量

管理专家戴明（Ｗ．Ｅ．Ｄｅｍｉｎｇ）博士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提出

的ＰＤＣＡ循环，也称为戴明环，通过４个阶段使得任何一项活

动有效进行，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工作程序，也是一种高效的管

理化模式，近年在医学教育中也逐步应用［６８］。ＰＢＬ教学法与

传统的以理论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相比，具有不可忽视的诸多

优点，也存在诸如系统性差、基础知识掌握受限等弱点［９］。本

文探讨了基于ＰＤＣＡ循环的ＰＢＬ教学法，力图弥补ＰＢＬ教学

本身的弱点，达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更全面、深入，并为影像

医学与核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供新的视角，带来新的

启示。

１　ＰＢＬ教学方法在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

可行性

ＰＢＬ教学法的精髓是采用以问题为中心，发挥其在学习

中的指导作用，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发挥其团

队协作精神，达到学科间的延展，以及学习时间及空间的延伸。

教学中采用问题的深度是教育中可以掌控的因素，通过问题的

深浅、涉及的范围、相关研究的进展等，可以在不同程度、不同

层面上进行讨论，促进学生全面、深入的思考、学习。专业学位

３３１重庆医学２０１７年１月第４６卷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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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已经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通过ＰＢＬ的教学方法，本

身就突破了课堂教学的限制，也与研究生教育中的时空延展性

一致，即更多的是课堂之外、学科之间直接及间接的有机联系。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作为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专业，其横向

有Ｂ超、Ｘ线技术及诊断、ＣＴ、ＭＲＩ、介入、核医学等，纵向包括

了全身各器官及系统，并与众多的临床、基础学科存在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在对其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引入ＰＢＬ教学法，可以

体现出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学科这种的综合特性。如在影像技

术的学习中，导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设计问题，也可以

以专业内某种疾病为中心，设计相关问题，引导专业学位研究

生自己思考及查阅文献。如甲状腺占位有哪些？其分别的病

理生理发生、发展过程如何？临床及实验室检查表现特征如

何？推荐采用何种影像检查方法，各有什么利弊？影像新技术

在对其检查中的应用如何？如何运用新技术进行影像学鉴别？

学生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要经过提出假设、收集整理资料、检

验求证等阶段，这也是科学研究思维方式的具体训练及运用，

是医学知识间的交叉、整合，是基础知识与临床知识的整合，是

现有医学知识与医学前沿知识的整合，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

学到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了解及运用科研方法、掌握解决问

题技能和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最终能够完成专业研究生教育

的目标，即职业性、学术性和研究性。

２　ＰＤＣＡ循环在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管理中的

可行性

ＰＤＣＡ循环包括了计划（Ｐｌａｎ）、实施（Ｄｏ）、检查（Ｃｈｅｃｋ）、

处理（Ａｃｔｉｏｎ）的培训，保障任何一项活动的有效进行
［８］。在对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管理中引入ＰＤＣＡ循环：

（１）计划，即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需要针对研究生自身特

点，认为其常常具备了扎实的基础知识，还需了解其医学知识

的掌握情况、人际沟通能力，尤其是医患沟通能力、科研能力及

科研的态度等情况，制订合理有效的培养计划，确定阶段性教

学目标，制定质量控制标准，明确培养的方向。（２）实施，依照

计划严格按步骤进行，包括思想上与人沟通能力的训练，专业

上医学相关知识的总结、复习，科研问题的思考及解决等方方

面面的实施。（３）检查，依据实施内容及进展等情况，可以采用

阶段性书面汇报、小组讨论、幻灯讲座、具体影像医学技术相关

操作及影像诊断报告书写等形式，检查计划的落实情况，评价

实施效果。（４）处理，针对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干预、

处理，做到早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如出现研究生的基础

知识不牢固，则加强相关学习；出现专业知识不全面，则加强相

关领域学习；出现科研态度及沟通能力等思想问题，则加强相

关思想道德教育；出现对科学问题的思考不深入，则从多方面

引导，加强其文献复习及总结能力。问题得到处理后，下一个

循环的阶段计划随之产生。

３　基于ＰＤＣＡ循环的ＰＢＬ教学法在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

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ＰＢＬ教学本身具有诸多优点，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缺点，如

教学过程对学生自学能力要求较高，相应的教学配套教材缺

少，学习过程呈动态变化，授课老师要求高，学习效果评价体系

不完善等，这些可以通过ＰＤＣＡ循环法进行管理、改善。具体

可以按照循环４个阶段的管理模式，在对每位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前，先对其提问：作为医学研究生，选择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专业方向的目的是什么？自己的兴趣方向是什么？怎么做好

一名医生？依据回答效果制订相应的培养计划，既注重其专业

知识的培养，也注重其个性化及思想品质、专业素养的培养；这

就是在循环第一步，即计划的制订中，引入ＰＢＬ的教学方法，

以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开始，并加入围绕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

领域内的相关问题，制订出其在专业知识及技能等方面的培养

计划，并确定阶段性培养目标，制订相应的控制标准；在ＰＤＣＡ

循环的实施及检查阶段，同样可以引入ＰＢＬ教学法，通过学生

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解决，如在计划范围内提出具体的专业知

识，通过各种检查形式，了解其实施情况，依据具体的实施效

果，处理、指导其不完善的地方，再依据改进情况，制定下一阶

段的培养计划，新的循环开始了。正是这样持续不断的循环，

从计划、实施、检查、处理到再计划，周而复始，使得在影像医学

与核医学这门综合性学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更加有序、

高效的进行。

总之，专业学位是职业背景的一种学位，医学专业学位的

培养，是为培养医学专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是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结合ＰＢＬ教学法，以问题为

中心，达到各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应用，并将ＰＤＣＡ循环管理模

式应用在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培养中。通过不停顿地周而复始

地实施运转，来提高教学质量，最终通过科学的管理、适合的教

学方法，达到对其职业性、学术性和研究性的全面培养，提升其

临床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及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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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ＭｅｄＥｄｕｃ，１９９７，３１（６）：４４０４４７．

［２］ 刘利平，方定志．ＰＢＬ教学方法的调查和探索［Ｊ］．医学教

育探索，２００６，５（１）：９５９６．

［３］ 郭林杰，吴浩，唐承薇．ＰＢＬ教学方式探讨［Ｊ］．中国卫生

事业管理，２０１４，３１（３）：２１５，２３１．

［４］ 朱敏，曹晓红，蔡源益，等．ＰＢＬ教学模式在卫生事业管理

教学中的应用［Ｊ］．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５，１２（１３）：６８７１．

［５］ 王志军，崔心刚，王林辉，等．ＰＢＬ在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

用与探索［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２０１５（６）：７９，９１．

［６］ 高晋华，郭海涛，刘刚，等．ＰＤＣＡ循环在本科生临床实习

阶段技能培养与考核中的应用［Ｊ］．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

志，２０１５，１４（５）：５０９５１１，５１２．

［７］ 王嵇，戈欣，李磊．ＰＤＣＡ管理循环在放射科技师队伍继

续教育中的应用［Ｊ］．西北医学教育，２０１１，１９（５）：９３９５．

［８］ 韦焕能．ＰＤＣＡ系统在内科临床带教中的应用体会［Ｊ］．

现代医药卫生，２００７，２３（４）：６２８６２９．

［９］ 胡明冬，徐剑铖．医学教育实施ＰＢＬ教学法的优缺点［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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