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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PBL法在中医骨伤专业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柴生颋,陈 希,李 钊,林 勇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510405)

  [摘要] 目的 探讨改良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PBL),在中医骨伤专业教学中的教学效果。方法 选取

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中医骨伤专业两个班级共124名学生,分为PBL组61名和对照组63名,PBL组运

用挑选典型病例、录像拍摄各阶段进展变化等辅助教学手段的改良PBL法,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分别进行

《中医骨病学》教学,并于课程结束后予以教学满意度和理论考试成绩分析。结果 PBL组教学满意率为

93.44%,明显高于对照组77.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理论考试总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PBL组在病例分析类题目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运用

录像拍摄各阶段进展变化等辅助教学手段的改良PBL法,在中医骨伤专业教学中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满

意度,更好地培养学生临床分析思考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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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骨伤专业教学中,《中医骨病学》是一门专业

性极强、涉及知识点多、理论比较深奥的学科,因此教

学存在一定难度。在课程教学中,不仅要求学生对以

往学过的《解剖学》《中医基础理论》《生物力学》等课

程有一定的掌握并加以灵活运用,还应提高学生在具

体诊断治疗方面的分析能力。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

(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是以学生为主体、以病

例为先导、以临床问题为基础、以教师为导向的启发

式教育,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注
重培养学生在临床实践中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是全

球化背景下医学教育的发展趋势[1]。传统PBL虽然

针对教学核心内容设计,但由于课堂形式所限,学习

内容比较分散,学生在接受掌握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方

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作者通过运用挑选典型

病例、录像拍摄各阶段进展变化等辅助教学手段,改
良PBL法并将其实施于中医骨伤专业学生的教学过

程中,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中医骨伤临床

专业两个班共124名学生,分为PBL组61名和对照

组63名,均行《中医骨病学》课程教学。对照组行传

统课堂教学,PBL组行改良PBL法教学。两组均为

全日制5年制中医骨伤专业学生,自愿参与本研究,
无中途退出者。两组学生年龄、男女比例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两组间基本资料对比

组别 男(n) 女(n) 年龄(x±s,岁)

PBL组 41 20 22.17±0.80

对照组 40 23 22.08±0.60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对照组行传统课堂教学,依照《中医骨病学》教学

大纲要求,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以课本内容为主体

知识点详细展开讲述,在难点与重点上予以反复讲

解,课后留下相关思考题。PBL组在实施教学前,于
临床中挑选典型病例,拍摄和录像记录病例治疗前后

以及各阶段变化的相关资料。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通
过每段录像逻辑关系由易至难引入问题讨论,串联各

知识点,如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的症状体征、如何诊断

分级、病程发展及如何处理、有哪些治疗措施等。提

出问题后,将学生分为
 

6~8名/组,通过指引学生互

联网检索、图书馆查阅并收集相关资料及文献,结合

病例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各自提出解决方案。教师在

最后针对各小组讨论结果进行总结归纳,并根据拍摄

录像的临床病例确认结果进行讲解,并对该病例进行

临床反思和扩充该疾病的深度及广度,解 答 学 生

问题。
1.2.2 观察指标

  教学满意度调查:课程结束时向学生发放问卷进

行调研,内容包括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氛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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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兴趣等,满分100分,>90分为满意,60~90分为

一般,<60分为不满意,满意率=(一般例数+满意例

数)/总例数×100%。理论考试成绩:在教学结束后,
对两组学生进行统一命题考试,统一阅卷。试题有单

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改错题,临床病例分析题等

形式。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GraphPad
 

Prism
 

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教学满意度对比

  对照组教学满意度77.78%,明显低于PBL组

(93.44%),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2=5.172,P<
0.05),见表2。

表2  两组教学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率

PBL组 61 41(67.21) 16(26.23) 4(6.56) 57(93.44)

对照组 63 37(58.73) 12(19.05) 14(22.22) 49(77.78)

2.2 理论考试成绩对比

  两组理论考试总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PBL组在临床病例分析题的成绩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名词解

释、单项选择及改错题的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图1。

  a:P<0.05,与对照组比较。

图1  理论考试成绩分析

3 讨  论

  PBL是
 

BARROWS
 

1969年在其神经生物课程

上首次实施之后提出的一种与传统课程教学相并行

的新教学模式[2]。PBL运用“基于问题式”学习的教

学方法,使学生获取丰富的、深入理解的知识体系,发
展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技能,并启发好奇心和对不断学

习的渴望,目前已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临床教学方法

之一[3]。PBL不仅可以通过因果关系、论证、提问、建
模等方式,为学生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提供匹配构件

和支架的建议[4];还可以利用项目学习实现指定课程

目标、深化学生学习的方式[5]。另外该方法中分小组

协作讨论的应用,还可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积

极主动的创业精神[6-7]。PBL作为教育课程过程的改

革[8],对如何在课堂中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具有

重要意义。
近年来,PBL法对于医学生临床思维培养的研究

已多有报道,大多应用于见习、实习及实验等方面的

临床教学[9-12]。传统的PBL虽然针对教学核心内容

设计,但由于课堂形式所限,学习内容比较分散,学生

在接受掌握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因此作者通过运用挑选典型病例、录像拍摄各阶

段进展变化等辅助教学手段来改良PBL法,并将这一

方法运用于《中医骨病学》的教学过程当中,以观察其

效果。
本次研究中授课对象为大学本科中医骨伤专业4

年级的学生,已修读《解剖学》《诊断学》《中医基础理

论》及《生物力学》等基础课程,但他们去临床的机会

较少,缺乏对《中医骨病学》的感性认识和实际运用临

床知识的经验,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枯燥乏味

感,降低学习兴趣。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教学满

意度77.78%,明显低于PBL组(93.44%),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说明改良PBL法能够在某种程

度上提高学生对《中医骨病学》的学习兴趣及满意程

度。从理论考试成绩分析中看出,两组理论考试总成

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PBL组在临床病

例分析题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说明改良PBL法能更好地培养学生对临

床问题分析思考的能力。
当然PBL方式对于教师备课质量的影响,学生的

学习内容及与传统课程教学效果的比较等都存在不

同的观点和争议[13]。PBL方式与传统教学方式对

比,对于教师教学备课要求较高。除了教师自身对于

专业知识的掌控能力外,备课的时间、典型病例的选

择、如何引导学生进行问题的思考讨论均是一种挑

战。通过运用录像拍摄各阶段进展变化等辅助教学

手段的改良PBL法,能提高学生学习的满意度,并有

利于扩展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更好地培养学生临

床分析思考的综合素质。通过此教学方式,不仅可以

锻炼学生自我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提高

自学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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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评价在独立学院《药物制剂工程》课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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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运用形成性评价模式建立适合独立学院《药物制剂工程》课程的教学评价方法。
方法 将新设计的形成性评价方法与课程原有评价方法分别应用在药物制剂专业2015级(观察组,n=56)和

2014级(对照组,n=59)学生的制剂工程学教学中,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新设计

的形成性评价方法使观察组学生对制剂工程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情况掌握更扎实,同时增强了学生

的沟通表达能力、自主学习的意识及能力,提高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素质整体提高。
观察组学生 平 时 成 绩、终 结 性 测 试 成 绩 及 综 合 成 绩 均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两 组 比 较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88.79±0.68)分
 

vs.(80.34±0.57)分、(82.42±0.95)分
 

vs.(76.52±1.31)分、(86.24±1.09)分
 

vs.
(77.67±1.28)分,P<0.05]。结论 所建立的形成性评价方法全面、细致、客观,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促进教学模式的优化及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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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型本科独立学院致力于培养应用技术型人

才,在“供给侧改革”战略指导下[1],南京中医药大学

翰林学院从教育供给端开展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力求

匹配作为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端和作为教育消费者

的学生需求端的双重需求,而形成性评价是基于学生

发展本位思想提出的,打破了以往教师“满堂灌”的传

统模式,侧重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和

善于沟通的能力[2]。《药物制剂工程》是一门以药剂

学、工程学及相关科学理论和技术来综合研究制剂生

产实践的应用科学[3],是药物制剂专业的必修课,在
应用型本科独立学院的制剂工程学课程中探索实施

形成性评价模式,寻找合适的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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