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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BL教学法的医学研究生教学改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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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在临床带教中使用 PBL教学法对医学研究生教学改革的作用。方法：以院内心内科为阵地，选择 2020.01～2021.12时间阶段进入
心内科实习的 100例实习医师，按时间阶段分为使用常规教学的对照组和使用 PBL教学法的观察组。就带教后医师考核成绩、实习成绩合格率、带教效果、
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医师理论、病例分析、实践等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实习成绩合格率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
组各项带教效果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对医学研究生教学进行合理且有效的改革，使用 PBL教学
法同比传统教学模式能起到更好的带教效果，在促进实习生理论、实践知识方面有明显促进作用，对于教学改革有引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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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法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1]。对其进行定义，这一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存在的差别在于：它是一种

通过让实习生展开调研、探究，致力于用创新的方式或方案解决一个复杂

问题或挑战，从而习得新知识和获取新技能的教学方法。PBL教学法的特
征是以问题为学习的起点，所有的学习有着紧密的联系性且学习活动围绕

着问题展开 [2]。PBL所涉及到的问题必须是实习生在其专业领域可能遭遇
的真实问题，其学习的成果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3]。在临床带教中，传统

教学模式虽然实习生能通过带教老师的帮助获得理论及实践方面的相关知

识，但获取的方式往往是被动的，带教老师给予群体进行知识传授，无法

顾及到每个学生所产生的问题以及知识的吸收程度 [4-5]。基于传统模式上，

PBL教学模式的转变在于实习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变成自主学习者、合
作者和研究者，成为卒中教学模式的主体，在这一形式下，学生可获得更

好的知识积累效果 [6]。将 PBL教学法应用到临床带教中，基于该模式思考
医学研究生教学改革的创新，我院特以心内科为阵地，分时间段选取实习

医师进行不同教学模式的对比研究，希望通过研究能充分探讨 PBL对促
进医学研究生教学改革的积极作用，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0.01～2021.12时间阶段内选择我院前往心内科实习的研究生

医师 100名作为研究对象，以时间段对其进行划分，2020.01～2020.12时
间段内的实习医师划分为对照组，实施常规教学；2021.01～2021.12阶段
内的实习医师划分为观察组，实施 PBL教学法进行教学。对照组男女占
比 28:22，年龄 24～30岁，平均年龄（26.78±3.21）岁；观察组男女占比
27:23，年龄 25～31岁，平均年龄（26.84±3.41）岁。

纳入标准：（1）所有实习对象学历均为研究生或以上；（2）均前往
心内科实习；（3）知晓并主动参与本次研究。

排除标准：（1）中途因个人原因退出研究；（2）一般资料不健全。
1.2 方法
1.2.1对照组
实施常规教学。带教老师制定教学大纲，根据大纲内容对实习医师进

行理论知识传授。带教老师需重点就心内科相关疾病、疾病特征、所涉及

的检查、治疗方式、预后、预防方面相关知识进行讲解，帮助实习医师获

取基础知识。在讲解过程中可适当结合自身经验进行疾病分析、预后效果

评价等相应内容，加深实习医师对相关疾病的理解深度。安排并引导实习

医师跟随查房，接触实际病例。在查房过程中由带教老师分析病例情况，

实习生旁听，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对患者进行查体，随后老师根据患者的

病情、恢复情况进行统一讲解。

1.2.2观察组
实行 PBL教学法教学，内容如下。（1）准备阶段。带教老师就需要

教授的内容制定出学习大纲以及相应的教学计划。在每次开展带教之前告

知学生今日带教课程所接触的病例，让学生首先就带教课程内容进行自主

思考与了解。带教老师需选取心内科典型病例作为案例，在带教中结合病

例情况讲解需要传授给实习生的相应知识。在案例的选择上，需符合心内

科常见且典型的病例，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心肌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

老师每节课选择一个病例进行讲解，讲解可适当结合相应的情景，让理论

知识的传授不再乏味枯燥。整个过程中，老师可引导实习生进入相应角色，

透过角色合理理解带教内容以提升知识讲授的丰富性和趣味性。（2）提
出问题。带教老师讲解相应基础知识后，让学生就该病例提出问题。在初

次提出问题时可给予学生适当的引导，如：病例应该安排哪些检查？该如

何治疗？如何提升预后效果等。在带教老师的引导下，鼓励学生思考围绕

该病例产生的相应问题，随后带教老师搜集学生的问题并从中选取提出概

率最高的 1～2个问题，让学生围绕该问题进行讨论学习。在问题提出的过
程中带教老师给予相应的咨询、询问、解惑服务，但主导权需交由实习生。

老师需鼓励实习生自主思考并发现问题，并就问题进行梳理最终提出关心

问题。（3）小组探讨。对组内实习医师进行分组，使之成为人数不超过
10人的小组。对应让组内人员选择出组长，在组长的带领下成员就相应问
题进行探讨学习。组内探讨的过程中可借助文献资料、医学书籍作为辅助，

合理探究应该如何解决问题。小组内成员在经过探讨后分析出解决问题的

方案，并选取组员就方案进行熟悉，做好方案总结发言的准备。（4）解
决问题。各组成员就问题制定的方案进行阐述，需明确采取相应措施的必

要性、理由等。在各组成员完成阐述后，由带教老师对回答作出评价。评

价分为两个部分，首先需肯定组内方案可取之处，其次需明确方案错误或

欠缺的部分，并就错误部分进行正确引导，让实习生了解产生错误的原因

以及应该进行怎样的调整与优化。（5）归纳总结。带教老师完成相应的
解答后引导各小组之间围绕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总结需将理论和具体问

题联系起来，分析讨论中存在的不足，在问题思考方面有所欠缺的点。小

组之间的交流重在归纳结果，分析并反思不足之处。并且，组与组之间可

通过交流拓展思维，为下一次问题探讨积累经验。

1.3 观察指标
（1）实施考核成绩比较。考核主要考察实习医师理论知识、病例分

析和临床实践三项内容。各项内容以书面或实践的方式进行考核，考核总

分为 100分，得分越高说明考核成绩越好。
（2）比较实习成绩合格率。实习成绩以综合成绩为参考标准，综合

成绩需超过 60分为合格。概率为组内合格人数与总例数的百分比。
（3）实施带教效果比较。以学生专业、自学能力等方面的表现评定

带教效果。各项分值为 100分，得分越高对应项目带教效果越好。
（4）比较带教满意度情况。向实习医师方法本院自拟满意度调查表，

实习生可根据表内内容对带教感受进行评分，在总分 100分的情况下，得
分未超过 60分为不满意，介于 60～80之间为比较满意，更高分值为非常
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4.0对资料进行分析处理，患者的计量资料

（x±s）与计数资料（%），分别应用 t、x2检验，以 P＜ 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考核成绩对比
观察组各项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见表 1。

表 1 考核成绩对比（x±s）

组别 例数（n） 理论知识（分） 病例分析（分） 临床实践（分）

观察组 50 92.34±7.14 89.46±6.52 90.25±7.02

对照组 50 78.95±5.48 77.63±5.29 81.47±6.52

t 10.519 9.963 6.480

P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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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习合格率对比
观察组实习合格率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2。

表 2 实习合格率 [n(%)]

组别 例数 合格例数 不合格例数 合格率（%）

观察组 50 47 3 94.00

对照组 50 40 10 80.00

x2 4.332

P 0.037

2.3 带教效果对比

观察组各项带教效果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3。
2.4 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4。

3 讨论

心内科是各级医院中的重要科室 [7]。心内科接诊的疾病主要囊括心绞

痛、心肌梗死、心肌炎等 [8]。这些疾病病情较为复杂，患病群体涵盖面较

广，所以科室中常会接触到较多类型的病人，其疾病情况也较为紧急。在

这种情况下，为确保心内科治疗效率、治疗质量，提升医师的专业能力、

处理事件的综合水平意义重大。在医学研究生进入到心内科实习时，可通

过带教进一步提升实习生的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为后续诊治打好基础 [9]。

由此，对其进行合理、有效且优质的带教具备较为深远的意义。

表 3 带教效果对比（x±s）

组别 专业能力（分） 自学能力（分） 学习效率（分） 学习兴趣（分） 团队意识（分）

观察组（n=50） 88.64±7.43 89.24±7.26 90.56±8.14 92.74±8.59 88.64±7.83

对照组（n=50） 76.81±5.23 75.25±5.10 82.47±6.55 84.65±6.87 79.25±5.41

t 9.206 11.149 5.475 5.200 6.976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4 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28（56.00） 18（36.00） 4（8.00） 46（92.00）

对照组 50 22（44.00） 16（32.00） 12（24.00） 38（76.00）

x2 4.761

P 0.029

对教学方面进行探讨，当下教学方式较为固化且守旧，难以在沿用传

统教学模式的基础生提升带教的整体质量 [10]。基于 PBL教学法，研究医
学研究生教学方面的改革，教学方面的革新可以通过教学模式的改变获得

新的可能。PBL教学法是一种较为新颖的教学方法。该模式以问题为基础，
强调让实习生通过合作来学习与问题相关的临床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能

力，从而解决真实的问题。对该模式进行分析，它能充分发挥医学研究生

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注重实习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着力于培养实习生的相关技能掌握度和思维能力。PBL教学法与
之传统教学法相比较，它的核心点是改变了学生被动接受学习的方式让学

生作为主体，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中出现的弊端，对教学改革有重要促进

作用。

就结果进行分析，使用传统教学（对照组）与使用 PBL教学（观察组）
在各项对比上存在明显差异（P＜ 0.05）。观察组理论知识、病例分析、
临床实践三项考核成绩均较高；说明使用 PBL教学能有效促进实习各项
考核成绩，成绩的提升说明实习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获得了更好的积累，

同比传统教学体现出了教学的明显优质。在实习合格率上，观察组合格率

更高；说明所用的教学模式能更好的提升实习生的合格率，让更多实习生

能经过教学的引导顺利完成实习。实际合格率的提升还体现出教学法革新

的积极意义，对实习生来说模式的改变与升级能够更好的促进实习生获取

知识，获得相应经验。在带教效果上，观察组各项评分均较高；说明带教

的整体效果较好，能够帮助实习生提升各项能力。实习生专业能力方面的

提升，得益于 PBL教学法将问题与相应知识有机联合在了一起，可以促
进实习生专业方面获得更好的进步；而自学能力、学习效率、兴趣及团队

意识方面的提升可能与以问题为基础的讨论学习、自主思考有关，在此教

学模式下实习生能化被动为主动，激发学习的兴趣和团队意识，侧面体现

教学改革的重要意义。观察组满意度更高，也充分证实了 PBL教学法的
优势，其对教学的改革有明显促进作用。

综上，使用 PBL教学法对医学研究生进行相应教学，实习生可以通
过教学模式的转变获得专业能力、学习自主性、团队协作等多方面的提升，

进一步证实教学改革产生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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