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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L-分层PBL模式在临床生化检验规范化培训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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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病例导向教学(CBL)与分层问题导向教学(PBL)结合模式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

学生(简称住培生)临床生化检验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以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22名住培

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教学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传统教学(LBL)组和CBL-分层PBL组。
对所有学生进行1次入组理论考核、3次临床生化检验技能考核、1次出组理论考核和1次调查问卷。采用考

试成绩(理论和技能考核)、临床教学满意度(调查问卷)作为教学效果评价指标。结果 CBL-分层PBL组理论

和技能考核成绩高于LBL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BL-分层PBL组学生在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培养归纳、分析与综合能力,对于培训内容的理解程度,培养临床综合思维能力方面的满意度得分高于

LBL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BL-分层PBL教学在临床生化检验规范化培训中具有明显优

越性,可有效提高临床检验规范化培训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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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检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检验医学人才

成长的必经之路[1]。《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

准(试行)细则》中明确了检验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的“质量标尺”[2],需要他们能将实验室检验与临床

诊疗相结合,为临床疾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及康复等

提供建议。由此,检验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学

生(简称住培生)的培训需要让其形成融会贯通的临

床思 维,达 到 从 医 学 生 到 医 生 角 色 转 换 的 培 训

目的[3-4]。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是检验医学规范化培训的重

点内容,具有知识广泛、重难点多、自动化程度高、检
测项目繁多、在个性化诊疗和精准检验中应用更加细

化等特点[5-6]。但传统教学(lecture-based
 

learning,

LBL)导致学生主动思考能力欠缺,临床知识的认知

和内化能力不足[7-8],从而使一部分学生在培训过程

中缩手缩脚,学习效果不理想。由此,如何突出人才

培养特点,激发检验医学住培生的学习自主性,提升

学生临床实践能力,成为检验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教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9-10]。
提高教学效果最有效的方法是增加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参与课堂,学会协同合作[11-13]。近年来,病例

导向教学(case
 

based
 

learning,CBL)受到了国内外医

学教育界的推崇。CBL教学法以“案例为引导,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能够在病例中将枯

燥、抽象的知识要点有逻辑地呈现和阐述,有效地调

动学 生 的 积 极 性,从 而 提 高 学 生 的 临 床 思 维 层

次[14-15]。另外,问题导向教学(problem-based
 

learn-
ing,PBL)能够较好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探究兴

趣,提高学习效率,提升解决问题和运用知识的能

力[16-17]。目前CBL和PBL相结合的教学法已运用于

肿瘤学[18]、中医学[19]、护理学[20]等学科教育,但对临

床生化检验教学效果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

探讨基于CBL-分层PBL教学法在临床生化检验规范

化培训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的22名

住培生(2015-2022年检验医学)为授课对象,其中男

9名,女生13名,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LBL组和

CBL-分层 PBL 组,各11名。LBL 组 平 均 年 龄 为

(24.56±0.71)岁,CBL-分 层 PBL 组 平 均 年 龄 为

(24.33±0.42)岁,临床生化检验规范化培训时间>4
个月,学生了解授课调研的流程并同意参与。整个规

范化培训期间由同一教学团队带教。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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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L组教学方法:以教师授课为主导,采用传统

的PPT课堂授课和现场指导讲解。学生以传统的学

习和实践为主。

CBL-分层PBL组教学方法:秉承“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理念,以提高学生临床实践能力为目的,促
进学生自主学习和课程教学质量提升,按照图1的设

计框架构建CBL-分层PBL教学体系。(1)基于教学

目标和内容要求,结合住培生的“三基”(基础理论、基
础知识、基础技术)知识水平,教师筛选典型临床病例

或疑难病例,整合书籍、文献、视频、图像和慕课等补

充材料,建立符合教学内容的病例教学资料库。(2)
根据教学内容要求,教师下发相应的“学习任务单”,
帮助学生明确学习内容、目标。教师指导学生合理应

用病例教学资料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学

生课前初步完成教学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培养自主探

究问题和运用知识的能力。(3)教师通过启发性教

学、组织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鼓励学生根

据分层核心教学问题,由易入难地去探究和理解临床

病例中临床生化检验知识的应用价值。根据教学需

要,教师同期进行实操示教,帮助住培生在真实病例

中理解临床检验工作在预防和解决临床问题方面发

挥的重要作用。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会进行学科前沿

知识引导和讲解,帮助学生扩展和深化知识。(4)教
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指出不足

之处,鼓励学生提出质疑,寻找答案,从而解决问题,
组织学生对临床问题的重难点进行归纳,课后组织

“学习任务单”和课程评价材料的撰写。教师适时地

进行学习成果分析和教学反馈,为之后的教学活动提

供参考。
为了保证教学过程的有序性和方向性,PBL教学

法采用分层级设定问题,利用病例教学模式引导学生

思考并解决问题。为了保障课程设计合理性,教师应

首先明确规范化培训教学标准和目标,制订不同层级

的教学核心问题。一级问题的设置原则是在已完成

学科理论知识培训基础上,学生着力解决综合性、逻
辑性知识体系问题,例如临床生化检验项目的原理、
目的和意义,自动化生化仪的组成和检测原理等。设

定二级甚至三级问题则要求学生完成临床生化检验

技能知识的积累,着力解决临床应用问题,包括临床

标本的干扰因素,生化项目的性能验证、质量控制,参
考范围设置等。此外,进一步深入到生化指标改变会

出现哪些症状特征或诊断差异,检验项目选择的意义

分析,生化指标改变与疾病演变机制关联等高阶

问题。

1.2.2 评价指标及方法

住培生的考核包括理论考核、技能考核,均以100

分作为总分成绩。理论考核分为入专业组考核(权重

30%)、出专业组考核(权重70%);技能考核分为临床

操作能力(权重40%,包括临床生化检验质量控制和

评价、检验结果干扰因素的分析与评价等)、临床生化

检验结果分析能力(权重40%,包括生化项目性能验

证分析、cut-off值的验证、参考范围验证、检验项目选

择、生化项目临床价值的分析等)、临床沟通与咨询能

力(权重20%,包括危机值与临床符合度分析、医疗抱

怨与投诉正确处理能力等),不允许学生缺考。同时,
学生在出专业组前填写临床教学满意度调查表,了解

其对相应教学模式的主观评价。

图1  CBL-分层PBL教学设计框架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

例数或百分比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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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理论和技能考核成绩比较

CBL-分层PBL组理论和技能考核成绩均高于

LBL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理论和技能考核成绩比较(x±s,分)

项目
CBL-分层PBL组

(n=11)
LBL组

(n=11)
t P

理论考核成绩 88.36±4.06 84.91±3.67 2.094 0.049

技能考核成绩 87.45±3.20 82.82±2.82 3.601 0.002

2.2 两组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

22名学生均完成了调查问卷,问卷应答率为

100%。满意度有7项评价指标,每项满分10分。

CBL-分层PBL组学生在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培养归纳、分析与综合能力,对于培训内容的理解

程度,培养临床综合思维能力方面的满意度得分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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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L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x±s,分)

项目 CBL-分层PBL组(n=11) LBL组(n=11) t P

教学重点清晰 9.32±0.68 8.91±0.54 1.562 0.134

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8.82±0.75 7.82±0.56 3.541 0.002

培养归纳、分析与综合能力 8.73±0.65 7.96±0.65 2.795 0.011

对于培训内容的理解程度 9.14±0.75 8.09±0.74 3.313 0.004

培养临床综合思维能力 9.14±0.67 8.14±0.71 3.387 0.003

专业理论掌握 9.14±0.67 8.96±0.76 0.595 0.559

培训整体满意度 9.14±0.67 8.59±0.49 2.169 0.042

3 讨  论

  医学教育的最新趋势更加强调在教学中以学生

为主导的活动[21-22]。针对临床生化检验展开的住培

生CBL-分层PBL教学,通过解决层级问题,促进学生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习目标更加明确,提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理论和技能考核中能取得更

优异成绩。本研究结果表明,采用以病例为引导、分
层问题解答、场景复现等不同方式教学,能使学习的

内容和形式更加开放多样,激发学生临床思维,更有

助于自主学习兴趣的维持。本研究为住培生的临床

生化教学提供了新的实践经验,可以延用于其他医学

教育领域。

CBL-分层PBL教学过程需要关注因材施教。由

于学生的知识积累和素质、习惯不同,对知识传授的

接受程度和方式存在差异,所以在实施 CBL-分层

PBL教学时,教师需要重点考虑学习内容的选择,综
合分析学生学习需求,筛选典型临床生化病例资

料[23],增加教学材料内容层次的丰富性,并注意监控

学生利用教学材料的效率,改进学生在观看视频时出

现的“快速浏览”和“略读”等不良习惯[24]。另外,学生

教育背景也是决定学习成绩的主要因素,学业表现较

差的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掌握较欠缺,学习方法较单

一,实践应用中表现往往难以令人满意。CBL-分层

PBL模式中,学生在层级问题的引导下开展主动学习

和问题讨论都能拓展学习路径,使学生学习变得更加

灵活、开放,能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此,为
了真正实现教师高效和正确的引领作用,需要从学生

的实际出发,持续性改进教学实施方式以获得满意的

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满足临床需求。
临床思维培养是医学检验学生未来从业于医院

检验科的核心素养和价值体现,是“工匠”精神的升

华[25]。CBL-分层PBL教学符合由临床到实验室,再
由实验室到临床的教学思路[26],教学过程中紧抓主要

矛盾,抽丝剥茧,层层递进,优化临床生物化学PBL

病例,将临床知识在病例中串联为鲜明的学习主线,
让学生在强化教科书知识的同时,保持对临床生化知

识的兴趣和热情,从而在理论和实践技能方面都有提

高。CBL-分层PBL教学不仅依托医院丰富的病例资

源建立教学病例库,推动医、教、研有机结合,而且为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提供了新思路,助力医学教育持续

向前发展。
尽管学生对于CBL-分层PBL教学的满意度较

高,但是仍有某些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和改进,包括

CBL-分层PBL教学实施没有统一标准、教学效果与

学生学习能动性密切相关等。因此,教学反馈获得的

信息需要正确解读才能用于指导教学资料库更新,促
进PBL教学方式的优化,助力教学互长。另外,单一

生化学科CBL案例库的深度和广度与多学科CBL教

学不同,教学中如何兼顾专业知识点和多学科体系

面、兼顾知识实用性与拓展性都需要深入分析和长期

实践总结。
综上所述,CBL-分层PBL教学采用严谨的逻辑

和科学的流程,着眼于培养具有诊断意识和临床思维

能力、临床实验室检验操作和质量控制能力的交叉型

人才,是一种符合新时代医学教育的培养模式,值得

在临床医学教学中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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