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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教学法联合PBL法与CBL法在输血医学
临床带教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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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评价系统化教学法联合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PBL)与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BL)方

法应用于输血医学临床带教的效果。方法 将本院2012年1月至2020年12月输血科定向实习、进修3个月

以上学生共计78名,按照前期常规带教法和后期运用系统化教学法联合PBL法与CBL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其中对照组38名,观察组40名,采用闭卷考试、操作考核、综合能力测评和问卷调查方法,对比分析学

习效果及学员满意度。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学生出科理论考试、操作考核和综合评价的成绩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87.50±7.14)分
 

vs.
 

(93.48±3.95)分、(87.15±4.22)分
 

vs.(93.35±3.39)分、(89.38±4.00)分
 

vs.(93.95±4.18)分,P<0.05]。满意度方面,两组学生对指导带教老师满意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对学习计划执行和输血理论知识讲解的满意度上,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系统化

教学法结合PBL法与CBL法在输血医学临床带教中应用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常规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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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技术的精细化,输血科定位与职责发生

根本性变化,常规的配血、发血已不能满足临床需求,
临床医疗工作中对输血医学专业人才的要求越来越

高。由于我国输血医学教育起步较晚,相较与其他临

床学科,发展相对滞后,输血医学专业人才面临输出

少、缺口大的现状,因此,培养适应岗位胜任力的高素

质输血医学人才迫在眉睫[1]。
我国目前仅有8所医学院校开设输血医学教育

专业[2],人才培育的途径有限,输血科进修生、实习生

及从业人员大部分未受系统、专业的输血医学理论知

识培训,致输血医学未能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知识体

系,教学医院输血科实习或进修的带教经验不足,按
照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教学中存在实际操作

与理论脱节,理论与实践不能有效结合等具体问题,
学生学习困难,带教老师任务繁重。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problem
 

based
 

learn-
ing,PBL)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新型教学手段,以案例为

基础的学习(case
 

based
 

learning,CBL)是以案例为基

础的学习方法,此两种教学方法在多个临床学科的教

学中已成熟运用并取得良好教学效果,但在输血医学

教学中,还少有运用,输血医学教学模式仍较传统、陈
旧。因此,本研究探索在输血医学带教中运用系统化

教学法联合PBL法与CBL法[3-5],将输血检验、临床

用血、患者血液管理、输血治疗等知识与输血医学理

论、输血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相结合,形成闭环

知识体系,结合PBL法和CBL法,运用于在本科室进

修3个月以上的进修生及临床检验本科专业在输血

科实习8个月的输血科定向实习生的学习带教中[6],
开展系统的输血医学临床教学,并探讨此种教学方法

与传统教学法在教学效果、综合素质培养及学员满意

度等方面的差异和优势,探寻输血医学人才培养中更

优化的教学模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本院输血科

定向实习、进修3个月以上学生共计78名,其中男21
名,女57名;年龄22~45岁;专科4名,本科70名,硕
士及以上4名。按照时间先后将78名学生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对照组38名,观察组40名。对照组为

2012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本院输血科学习3个

月以上学生,共38名,其中男12名,女26名;年龄

23~43岁;专科3名,本科34名,硕士及以上1名。
观察组为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本院输血科

学习3个月以上学生,共40名,其中男9名,女31名;
年龄24~45岁;专科1名,本科36名,硕士及以上3
名。两组学生性别、年龄、学历分布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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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带教方法

两组学生进入科室后,均先进行入科教育,熟悉

环境,了解学习计划、学习目标及科室规章制度等,安
排教学组长、带教老师,每周1次小讲座。出科时进

行理论、操作考核及出科汇报,填写学习满意度问卷

调查表及对带教老师满意度调查表。(1)对照组:除
上述基本教学外,具体学习采用常规的传统教学方案

进行临床带教,即每天根据输血科教学大纲、学习计

划,由岗位带教老师一对一讲解、教学。(2)观察组:
根据教学大纲,将输血医学理论与操作知识形成系统

化知识点,对每个知识点提出相应的问题及收集整理

特殊病例,学生上岗后运用系统化教学法同时联合

PBL法与CBL法临床带教,进行标准化、流程化、个
性化教学。在岗位带教老师的基础上,安排高年资一

对一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全面负责学生在科室学习期

间学习、生活及思想政治等工作。具体方法:①在岗

位操作前期、中期,指导老师根据教学大纲及学习进

度,对其提出具体的问题或特殊病例情况,学生针对

提出的问题或病例展开资料搜集、整理及分析等工

作,然后带着问题,由一对一岗位老师进行带教操作

训练。在该岗位轮转后期,指导老师与学生面对面沟

通交流,对其岗位操作知识点掌握情况查漏补缺。②
每天由科主任和高年资专家组织全科人员疑难、特殊

病例讨论,针对当天工作中遇到的特殊情况进行集中

讨论、讲解及解决实际问题,并拓展知识点及提出新

的问题让学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解决学习中的实际

问题。③根据教学大纲,由经验丰富的老师进行每周

1次专业理论知识讲座。④学生每周在科务会上汇报

学习情况,进修生增加与原单位交流反馈学习情况及

现岗位与原单位操作流程是否一致,得出进一步合理

化或优化等建议。⑤进修生根据学习目的及原单位

实际开展工作情况,进行个性化教学安排,实习生根

据教学大纲进行统一教学安排。⑥岗位带教老师负

责当日岗位学生学习内容,要求操作规范化、标准化。
1.2.2 评价标准

采用闭卷考试、操作考核、综合能力测评和满意

度问卷调查方法,对比分析两组间学习效果及学员满

意度。分析定向实习生、进修生、见习生临床带教情

况,评价 教 学 效 果 及 学 生 满 意 度。考 核 成 绩 满 分

100分。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

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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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间成绩比较

两组学生进行闭卷理论考试、操作技能考核、综
合能力测评比较,观察组学生各成绩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学生满意度比较

对两组学生进行满意度比较,观察组在学习计划

执行情况及理论知识教学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学生对带教老师满

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两组学生出科考试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n 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综合评价

观察组 40 93.48±3.95 93.35±3.39 93.95±4.18

对照组 38 87.50±7.14 87.15±4.22 89.38±4.00

t 4.630 7.252 5.005

P <0.05 <0.05 <0.05

表2  两组学生对实习安排的满意度比较[n(%)]

组别 n
学习计划执行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输血理论知识讲解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指导带教老师

非常满意 满意

观察组 40 35(87.50) 5(12.50) 0  13(32.50) 27(67.50) 0  26(65.00) 14(35.00)

对照组 38 6(15.79) 31(81.58) 1(2.63) 0  23(60.53) 15(39.47) 25(65.79) 13(34.21)

χ2 42.144 28.077 0.054

P <0.05 <0.05 >0.05

3 讨  论

  输血医学是由多学科交叉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

学科,2016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在“320临

床医学”下增设“输血医学”二级学科,输血医学迎来

飞速发展的机会,同时也面临着亚专业深入不足、专
业人才紧缺等巨大挑战。人才培养是学科发展的重

要基石,面临输血医学人才的巨大缺口和需求,改进

输血医学教育、培养系统化、规范化的专业人才迫在

眉睫。我国输血医学教育起步晚、发展慢,传统的教

学模式局限于教学大纲内容和教学计划,主要以老师

讲解、学生被动接受的方式进行填鸭式教学,模式老

套而陈旧。加之输血医学高校本科教育的内容极少,
大多数实习生或进修生理论基础不牢靠,专业发展动

态不了解,仅能被动接受教师灌输的知识点或操作步

骤,无法达到夯实基础、深入钻研、成为专项人才的目

的。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进,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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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能力的输血医学人才极为重要。
系统化教学将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及

考核模式系统化;PBL教学法引导学员学习教科书外

的理论知识,主动思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CBL教

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引导的学习模式,教师选取输血

相容性实验室检测、输血治疗经典案例材料,设置相

关问题,让学生通过全面的思考、讨论,最后由老师分

析、讲解,加入最新输血前沿及研究进展,理论联系实

践操作。系统化教学法、PBL法及CBL法,均为医学

教学中的经典教学方法,在免疫学实验、康复科、临床

毒理学、医学影像学等多个学科中已广泛运用并取得

良好效果[7-10]。因此,本研究结合输血医学学科的实

际情况,将以上方法联合运用于输血医学教学中,探
索输血医学人才培养新方法。

通过研究对比,运用系统化教学法联合PBL与

CBL法,凝练教学内容,综合运用讲授式、研究式、案
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学生的理论知识考

核成绩、技能操作考核成绩,以及综合评价成绩均明

显优于传统教学法的学生,说明改进后的教学方法能

使学生基础知识更夯实,促进学生更熟练地掌握实验

室操作技能,以及临床用血、输血治疗、患者血液管理

等必备的临床用血知识。通过特殊病例分析讨论、工
作总结汇报、专项讲座安排等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
提高了实习生及进修人员自身综合能力,增强其终身

学习的能力,使其有一定的输血教学、科研素养,了解

学科最新进展及发展方向,有利于日后学习、工作及

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对学生的满意度调查分析中

也表明,运用新教学方法的观察组学生对教学安排和

带教老师的满意度均明显提高。在对输血医学教育

模式的探索过程中,有研究亦表明,运用科学的教学

方法,改进现有的传统教学模式,有利于加快输血医

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步伐[11-15]。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其他学科应用较为成熟的系

统化教学法联合PBL、CBL教学法,应用于输血医学

教学模式中,在其他临床学科教学过程中有一定经验

可借鉴,同时针对本学科的特点,进行改进与融合,教
学效果和满意度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均得到了明

显提升,是培养输血医学专业人才可推行的教学方

法,符合当前教学改革大方向和输血医学发展的重要

需求,有利于输血医学人才输出、弥补现有人才缺口,
促进输血医学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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