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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L、PBL、SP”三维一体教学法在耳鼻咽喉科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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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BL)、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BL)、标准化患者(SP)”三维一

体教学法在耳鼻咽喉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培)中的教学价值。方法 将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该

院耳鼻咽喉科进行规培的80名学员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40名。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研究组采

用“CBL、PBL、SP”三维一体教学法。比较两组学员考核成绩、学习效果、满意程度等。结果 研究组学员考核

成绩、学习效果、满意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BL、PBL、SP”三维一体

教学法能显著提高学员考核成绩、学习效果和教学满意度,有利于临床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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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培)是临床医师能力生

成的重要阶段,由于耳、鼻、咽、喉局部解剖的复杂性,
使得在耳鼻咽喉科进行规培的学员在空间想象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等方面均面临着较大的

挑战[1-2]。为提高规培质量,本院耳鼻咽喉科教学团

队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与研究,并结合多年的临

床带教经验,将“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
 

based
 

learning,CBL)、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标准化患者(standardized
 

patients,

SP)”三维一体教学法,用于规培的教学实践中。为进

一步分析其应用价值,本研究将在本院耳鼻咽喉科进

行规培的80名学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组探讨,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本院耳鼻咽

喉科进行规培的80名学员作为研究对象,按入科先

后顺序对其进行数字编号,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

组和对照组,每组40名。由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教

学经验的带教教师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对两组学员

进行为期1个月的培训,故本研究对其干预时间均为

1个月。两组学员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
表1。

1.2 教学方法

由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教学经验的带教教师采

用相应的教学方法对两组学员进行为期1个月的培

训,故本研究对其干预时间均为1个月。
表1  两组学员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研究组(n=40) 对照组(n=40) χ2/t P

性别(n) 3.232 0.072

 男 26 18

 女 14 22

年龄(x±s,岁) 29.075±3.970 28.000±3.552 1.276 0.206

文化程度(n) 2.400 0.121

 本科 33 27

 研究生 7 13

1.2.1 研究组

将学员按3~5人一组的规模进行分组,采用

“CBL、PBL、SP”三维一体教学法,具体方法:(1)根据

培训要求,教学团队结合耳鼻咽喉科常见病和多发

病,选择与设计了辅助检查资料齐全的CBL教学案

例[3]。(2)充分利用带教教师丰富的临床教学经验,
对每个CBL教学案例精心设计4~5个PBL教学问

题,涵盖了典型病例的病因病机、鉴别诊断、诊疗方案

等内容,提前1周将CBL教学案例及PBL教学问题

发放给规培学员[4]。(3)学员根据材料,通过课本及

网络教学资源自主查阅整理相关材料,完成组内学员

的初步讨论,并总结讨论结果。(4)课堂上规培学员

进行进一步的组内讨论及组间讨论,小组代表将本组

学员对案例的分析和初步讨论结果进行分析,并接受

其他小组的提问和质疑。待各小组的讨论结束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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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师针对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答疑与总结。
(5)构建模拟场景,由各小组代表扮演各案例的SP,
随机选择学员对其进行问诊查体、采集病史、书写病

历并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带教教师则作为导调人

员,设置突发状况,以考验学员的综合能力[5]。(6)带
教教师从SP的扮演及规培医生的诊疗过程两方面对

整个模拟教学过程进行评价与总结。

1.2.2 对照组

采用传统教学法,带教教师综合采取理论授课、
教学查房、技能培训、手术观摩等方式进行培训教学,
讲授耳鼻咽喉科常见疾病的发病原因、病例特点、诊
疗方案、临床操作等内容。

1.3 观察指标

每轮规培结束后组织出科考试和问卷调查。问

卷调查包括学习效果自评和教学满意度两部分内容。
考核成绩分为理论、技能考试两部分,考核内容涵盖

基础理论、病史采集、病例书写、病例分析、操作技能5
个方面的内容,每项20分,总分为100分。学习效果

问卷调查主要是教学过程对自身学习兴趣、自主学习

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实践操作能力、
医患沟通能力6个方面的影响,5~1分分别对应很有

帮助、有帮助、一般、无帮助、适得其反。教学满意度

问卷调查5~1分分别对应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一般

满意、不太满意、极不满意。分值越高表示该教学方

法越受学员欢迎。满意度=(非常满意人数+满意人

数+一般满意人数)/总人数×100%。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以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

或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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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成绩

研究组学员理论、技能考核成绩均明显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学员考核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n 理论考试成绩 技能考试成绩

研究组 40 85.554±5.179 74.464±3.481

对照组 40 79.646±4.276 71.220±4.567

t 5.564 3.573

P 0.001 0.010

2.2 学习效果

研究组学员自评在自身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

力、临床思维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
医患沟通能力方面的提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两组学员自评学习效果比较(n=40)

项目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t P

自身学习兴趣 4.105 0.001

 研究组
 

9 14 16 1 0

 对照组
 

4 11 19 5 1

自主学习能力 2.415 0.016

 研究组
 

10 12 12 6 0

 对照组
 

6 10 17 4 3

临床思维能力 2.651 0.008

 研究组
 

16 13 10 1 0

 对照组
 

11 13 14 2 0

团结协作能力 3.422 0.001

 研究组 16 13 11 0 0

 对照组 10 12 15 2 1

实践操作能力 3.067 0.002

 研究组 15 10 11 4 0

 对照组 8 13 12 7 0

医患沟通能力 3.222 0.001

 研究组 11 16 10 3 0

 对照组 7 11 18 3 1

2.3 教学满意度

研究组学员对“CBL、PBL、SP”三维一体教学法

的教学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4。
表4  两组学员教学满意度比较(n=40)

组别
非常满意

(n)
满意

(n)
一般满意

(n)
不满意

(n)
很不满意

(n)
满意度

(%)

研究组 15 19 4 2 0 95.00a

对照组 5 6 16 11 2 67.50

  a:χ2=9.928,P=0.002,与对照组比较。

3 讨  论

  近年来,随着社会高速发展和医疗模式不断转

变,人们提升了对医务人员医疗水平和综合能力的要

求,使卫生人才培养研究的现实意义突显出来[6]。扎

实雄厚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精湛的实践操作对于一名

耳鼻咽喉科的医师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而传统教学方

法无法最大限度地激发规培学员的求知欲,使耳鼻咽

喉科规培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7]。

CBL是以案例为背景,学员将灵活采取多种学习

方式对临床案例进行研究、分析与讨论,在整个临床

病例的诊断和决策过程中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8-9]。

PBL以问题为牵引,学员为解决问题,将采用查阅文

献和小组讨论等方式积极主动地进行自主学习与研

究,使 其 同 时 收 获 专 业 理 论 知 识 和 综 合 学 习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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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10-11]。SP是指经过标准化、系统化培训能恒定、逼
真、准确地表现同真实患者近似情形并且引导医疗服

务需求的健康者[12-13]。本研究将CBL、PBL、SP三者

有机结合,实现了教学方法的创新与改良,并将其用

于实践中,结果显示,“CBL、PBL、SP”三维一体教学

法的教学效果在考核成绩、学习效果和满意程度各项

目的结果均明显优于传统教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CBL、PBL、SP”三维一体教学法以典

型的临床病例为规培的教学背景,以临床工作中常见

的问题为课程牵引,学员将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讨论

的方式完成课前准备工作,这对学员自身学习兴趣、
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的提升

均有很大的帮助。接着借鉴SP的理念与方法,安排

学员运用学习到的理论知识扮演常见病例的典型患

者,同时带教教师结合其丰富的临床经验设置各种情

况,提升学员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14-15]。
“CBL、PBL、SP”三维一体教学法的构建是临床

教学改革中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与探索,其有助于教学

效果多个方面的改善与提升,值得在临床教学中广泛

推广应用。除不断地在广度上进行拓展外,也要加强

在深度上的研究与完善,如建立与完善标准化CBL
教学案例库、PBL教学问题库等,以进一步补充与完

善“CBL、PBL、SP”三维一体教学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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