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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尝试在外科学后期临床教学中引入PBL教学法，以期达到提高学生的临床综合分析能

力和临床操作技能之目的。由于PBL教学法强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基础学科与

临床医学的密切联系，从而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实践证明这一教学模式符合培养医学生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改革思路，比较适合于外科学后期教学。作者从外科学后期教学目标、问题的设计及

小组讨论方案各方面提出了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对PBL应用于外科学后期教学就必要性、优越

性、缺陷性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思考和分析，并提出了其发展展望。

[关键词】PBL教学法；外科学；后期临床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806(2008)01—0013—03

Researches aboat applying the PB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latter part of clini,目's哦,ery钯删曜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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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slraet]In order tO see the prlvileges of the PBL teaching methed in improving the educated peoples’

dinieal analysis capability and skills，the researcher tried tO use the PB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latter part of elm·

cal surgery teaching．PBL teaching me：thod pay illore attention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80 it跚o。eed tO make the education system shifting from exam-oriented mode to diathesis nlode．

Practice slxnved that this teachillg method w丛coincide with the reformation in devdoping the stlldents’practical

abilities and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and it is nY耽suitable for the hrter part of the work in clinical surgery teach-

ing．Tbe author proposed∞me specific solutions to solve the problmas in the plⅡp‘)s笛／dmigning questions／pand

disaJssing programs of the latt口work in dinieal surgery teaching．Meanwhile the author analy∞d the necessity／

advantages／deficiencles／problems in the latter part of dinical surgery teilclliI培．Finally it discussed the developing

prospects of the PBL t∞ehing method．

[Key wortk】Prohlma-hased|emmlng(PBL)teaehlng method；&唧；Latter part of clinical teacl趣

近年来，我们尝试在外科学后期教学中引入以

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以期达到提高学生的临床综合分析能力和临

床操作技能的目的。在施行PBL教学法的过程中，

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对教学问题的

思考，现报告如下。

1 PBL的科学理念及其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1．1 PBL教学法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校

的热门话题【1J，PBL在医学教育中是指以临床问题

作为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和引导学生把握学习内容

的教学方法，在临床后期教学中，以病人问题为基

础，以学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式教学。这种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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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常以6～8名学生为一个组，每组一名导师，在

小组讨论中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维、推理和分析。

导师只起导向作用，维持小组向既定的教学目标进

行，通常不直接回答学生的提问。

1．2随着医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医学教学方

法也不断地发展和更新，医学教学法呈现多样化趋

势。20世纪初，由于医学和医学相关知识的不断丰

富和发展，医学生学习负荷大大加重，而现行LBL

(1ecture—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教师传授课堂内

容而学生被动听讲，俗称填鸭式教学)不能解决日趋

严重的教学偏向和危机，学生容易耽误实践操作能

力的训练。如何培养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成为了

当前医学教育的首要问题【2]2。PBL是职业教育中基

于成人研究性学习的有效方法。美国精神病学教授

Barl—OVCS于1969年在加拿大Me Marstex大学

首次将此方法引人医学教育，20世纪70年代，PBL

教育模式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医学教育联合

会的认可【3J，目前国外医学教育普遍采用。PBL之

所以受到医学教育界的广泛重视，其原因在于它强

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基础

学科与临床医学的密切联系，从而实现从应试教育

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实践证明这一教学模式符合培

养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改革思路，值得探

索和研究【4’5J o

2外科学后期临床教学实施PBL教学模式的主要

教学内容

2．1外科学实习PBL教学目标外科学是一门实

践性很强的临床学科，在教学过程中非常注重课堂

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注重学生临床技fiNN练，以

期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与动手能力，尤其在后

期教学中更为重要。外科实习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

运用医学基础理论，分析外科疾病的的发病机理，掌

握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技术，掌握外科基本

操作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临床病人具体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将外科

学实习教学目标定为培养学生下列知识、能力和技

能：(1)建立临床思维方式，有效地运用所学知识分

析和解决病人的具体临床问题；(2)结合病人的诊疗

过程，掌握外科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操作；(3)

通过自学扩展知识面，以解决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4)以病人和病人问题为学习和工作的中心，做到全

方位关怀病人；(5)加强学生的情商(EQ)教育，培

养团队精神。

2．2 PBL教学方法的设计PBL教学方法是整个

教学环节的关键所在，教师对方法设计的水平高低

直接影响到学生学习的效果。外科学是一门临床实

用性非常强的学科，既强调理论知识的学习，更强调

具体诊疗疾病的操作技能。必须高度重视学生对医

学知识的横向联系和临床思维建立。在设计PBL

教学法时，必须注重让学生对现实病人提出具体的

诊疗见解，故我们把PBL的教学方法设计为：(1)系

统全面的体格检查情况；(2)临床诊断的确立及鉴别

诊断的理由，为确定该诊断所必须完善的辅助检查

及其理由；(3)术前处理及个体化治疗方案确立及其

理由；(4)手术方式的选择及具体的手术步骤；(5)手

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并发症、风险及其应对措施(要

求查阅相关资料，了解诸如手术并发症处理、新型治

疗方法、手术方式及其优点等问题)；(6)手术预后的

评估；(7)病人的生活及心理状况评估(与病人面对

面交流)；(8)术前查阅并熟记手术区解剖、参与手术

过程、强调手术配合、熟练外科基本操作等。以上问

题均在查房时详细提出。

2．3 PBL教学方法的验证一是每周安排2次小

组讨论，要求学生就所见习的病人，按已设计的问题

展开讨论，讨论中允许学员再次深入病房向患者询

问病史、查体，允许翻阅病案内容及辅检结果；带教

导师引导讨论的方向，围绕主题在讨论过程中，可给

予一定的帮助，但不越俎代庖给予解答，而是引导学

员如何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所遇到的问题，

将讨论引向深入，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二是尽可能要让学员参加手术，或者观摩手术操作

并对手术操作过程及相关知识作进一步的现场讲

解。三是导师针对学员讨论中遇到的常见问题结合

临床给予明确答复，指出不足，提出意见，并将临床

治疗过程予以梳理，给学生以较为清晰的诊断、治疗

全貌。四是对学员争论的焦点进行剖析、整理归纳

和总结。

3 PBL应用于外科学后期临床教学若干问题的思

考

3．1 PBL教学法的必要性临床教学目的是使学

生在理解基础医学知识的前提下，掌握疾病的发生、

发展、治疗和预防的措施。传统的教学方法以学科

区分，注重知识的讲解和记忆，对于掌握基础理论知

识是非常有效的。但这种教学方法固化了学生的思

维模式，对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等是

不够的。随着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如何创新教学模

式和方法是医学教育者面临的新的挑战。一方面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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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承某些传统的教育方式，另一方面也要创新和

展示个性化特点教育。传统教学的弊端，不仅忽视

发展学生的主动性和个性，而且忽视培养学生个人

经验和能力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压抑了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6。PBL方法意

在以提出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把临床前期课程

或临床中期课程贯穿于病例分析讨论的过程，实现

理论联系实际，使课堂教学与病例教学相结合。实

践表明这种教学方法的应用，对提高学生学习主动

性，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促进学生临床思维能力

的形成，提高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效果很好【7l。

3．2 PBL教学法的优越性在临床实习阶段使用

PBL法，学生普遍反映印象深刻。其优点是：一是能

结合具体的病例和问题，使其所学医学知识具体化、

感性化。二是提高了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调动了

学习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实现了教与学双向交

流，激活了学生思维。三是实现了学习的针对性和

实用性，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和参与意识，强化了课

堂知识的吸收和消化，提高了学习效果；巩固了临床

前期以学科为单元的孤立的知识教育。以外伤创口

换药实践教学为例，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换药操作方

法，而且要求学生了解了创口的病理、生理、生化免

疫等变化过程。

3．3 PBL教学法的缺陷性临床医学更强调在扎

实的医学基础上，灵活应用相关知识，对病人进行合

理有效的诊治。由于PBL缺乏传统教学的系统性，

如果对初学者立即使用该法进行整合式教学，可能

会出现由于没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的足够累积，

学生难以具备对新知识的理解能力、探索能力、自学

能力和应用能力，势必会导致其在现存的以学科划

分的医学知识结构下，由于不了解各学科的特点及

研究范畴，而难以查找相关文献或专著进行自主学

习。目前我国实施应试教育，学生自幼接受传统教

育，社会经历简单，思考问题面窄，动手能力较差，应

用PBL主动学习的技巧较为缺乏，对较为复杂的问

题不善于灵活应用所学知识，缺乏试图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㈦8。

3．4存在的问题和展望PBL教学法虽然有传统

教学法不可比拟的优点，但也存在许多问题：(1)部

分教师和学生从传统教学和思维模式过渡到PBL

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2)对于就业和继续教育，

考试成绩是一个重要指标，目前需要有统一的评估

方法；(3)在准备资料和讨论中需花费大量的时间，

对于学习任务繁重的医学生压力增大；(4)由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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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较多，对教师的数量、学习资源、实践基地等

需求很大；(5)教学经验不足也是困惑PBL法在临

床实习阶段中实施较困难的重要因素；(6)临床操作

技能的学习尚不能运用以思考学习为主的PBL教

学法施行教学。

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环境的改变、医疗技术和

方法的不断创新，外科学后期临床教学中面临着快

速更新临床思维、不断接受医疗新知识的问题，而

PBL这种“授人以渔”的教学法，将能达到提高学生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目的。但由于PBL模式的全

面实施需要院校决策者的观念更新、足够的投人经

费、充足的教学场地和硬件设备、高素质的教师队

伍、使用方便的先进图书馆、丰富的网络信息支持以

及完善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等各方面的条件，所以

近年来PBL模式在我国的医学教育领域中虽然得

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均是小规模地应用于单一的学

科中，尚未被普遍接受和普遍应用，从而无法形成大

规模的综合性应用。但了解PBL的最新进展、掌握

PBL的内在精髓，在较先进、条件较完善的院校，逐

步、分阶段地实施PBL模式，必将是今后的发展方

r句ETl。

综上所述，PBL教学模式应用于外科学后期临

床教学，将为传统的医学教学模式改革提供新的思

路，以顺应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趋势，为教学手段和

方法改革，为加强外科学后期临床教学的管理，为培

养优秀的新型医学人才提供必需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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