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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医学教育的飞速发展 教学方法改革已成为新一轮教改的重点内容之一 该文通过问题
基础学习法 PBL 在 内科护理学 教学中的应用实践 结果认为PBL教学法是一种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提
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有利于提高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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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科护理学 是护理学专业一门重要的临床
主干课程 其特点是内容繁多 涉及面广 记忆性 理
解性和操作性要求较高 学生在学习中普遍感到概
念多和信息量大难以深刻领会 以往我们采用的以
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 虽然能按系统完成教师
预定的教学目标 但学生参与意识不高 处于一种被
动的学习局面 问题基础学习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 Barrows在加拿
大多伦多的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 其基本含义是课
程的设计通过首先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以小组讨论
会的形式进行讨论 利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师辅导
制学习方法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在国外一些发
达国家医学院校已经试行了 30 多年 我国一些医学
高校也在推行 尝试 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系统 积
累了许多有用的经验 1  但是 PBL教学法在高职
高专尤其是护理学教育实践中的应用仍较少 为加
快教学改革步伐 适应现代护理学教育的要求 我们
在 内科护理学 教学实践中开展了PBL教学法 收
到了较好的效果 现将做法和体会介绍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我院 2008 级高职护理专业
11 个班 660 名学生作为教改研究对象 每班均分为
6 组 每组 10 人 每组选组长 1 名 每组配备 1 名指
导教师 
1.2 方法
1.2.1 PBL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  1 PBL教学
目标是要求学生掌握内科各系统常见疾病的临床表

现 诊断 鉴别诊断 治疗 护理及预防等知识 老师
指导学生运用护理程序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对内
科常见疾病患者开展整体护理 培养学生形成正确
的临床思维  2 PBL教学内容是教师根据授课内
容及教学大纲的要求 以内科各系统的常见病为主
题 编制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  急性心肌梗
死 上消化道出血 贫血 糖尿病 5 个教学案例 设计
出需学习和讨论的问题 课前 1 周打印发给学生 
在编写案例时 紧密结合疾病的临床表现 按照疾病
的发展 诊治过程与护理的基本规律设置问题 由
于学生尚未接触临床 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所以选择
典型的 病史较短 较简单的病例作为教案 2   内
科护理学 共有 128 学时 分 2 个学期讲授 其中理
论课 96 学时 临床见习课 12 学时 专科护理技能操
作实训课 8 学时 病例讨论课 12 学时 我们重点选
择在临床见习课 12 学时 和病例讨论课 12 学时 
共 24 学时开展PBL教学 
1.2.2 PBL教学实施方法 PBL教学的核心是让
学生提出问题和结合某些典型病例思考问题 老师
根据护理程序让学生针对提出的问题设计出一系列

学习方案  1 首先是让学生收集 分析资料 学
生根据典型病例 通过查阅教科书 参考文献和互联
网进行学习 收集 整理相关资料  2 学生运用自
己基础理论课学习已掌握的理论知识 结合临床病
例进行思考 提出有针对性的临床诊断 鉴别诊断 
治疗方案和具体的护理计划方案  3 让学生针对
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把讨论课安排在学生到医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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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习回来后 在经过充分的思考和广泛查阅 收
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 通过讨论和老师的解释 答
疑 归纳和总结让每个学生对自己的方案进行评价 
另外 教师在讨论前也要预先设计好系列问题 在讨
论开始前 先进行测试 如结合某个典型病例 老师
提出几个关键问题 让学生进行书面回答 然后老师
再从交上的答卷中针对有关问题进行解答和讲评 
讨论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发言 组长做好发言记录 
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同时也增强了探
讨的气氛 引导学生多角度的思维开发 巩固和深化
理论和实践知识  4 指导教师就学生们争论的焦
点和疑难问题进行点评和总结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
思路及方法 分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
因 提出改进意见 
2 结果
2.1 110 名学生对 PBL教学法的评价结果 通过
采用自制的 教学效果评价表  在课程结束后每班
抽取 1 个小组 10 人  共 110 人的PBL教学满意度
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 发放调查表共 110 份 回收率
100% 问卷有效率 100% 经过对问卷中的 12 个
调查项目进行统计学分析 可以看出 学生对 内科
护理学 开展 PBL教学的总体赞同率比较高 对
PBL教学模式普遍认可 学生普遍反映 PBL教学
法能使学习目标更加明确 内容更为实用 针对性更
强 能有效地提高自己的临床思维能力及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12 个调查项目中 表示赞同的最
低为 81.81% 最高为 97.27% 见表 1 
表 1 110 名学生对PBL教学法的评价结果!&"%#%

序 号  调查项目 赞同 不确定 不赞同

1 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 102 92.73 7 6.36 1 0.91 

2 有助于提高自学能力 98 89.09 10 9.09 2 1.82 

3 有助于锻炼语言表达
能力 100 90.91 10 9.09 0 0.00 

4 有助于促进师生的有
效沟通 107 97.27 2 1.82 1 0.91 

5 有助于加强同学的协
作精神 95 86.36 14 12.73 1 0.91 

6 有助于培养评判性思
维能力 93 84.55 16 14.55 1 0.91 

7 有助于提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98 89.09 10 9.09 2 1.82 

8 有助于培养独立思考
的能力 99 90.0 9 8.18 2 1.82 

9 有助于提供好的学习
氛围 105 95.45 4 3.64 1 0.91 

10 有助于理解和掌握教
学内容 97 88.18 13 11.82 0 0.00 

11 有助于拓宽知识面 107 97.27 0 0.00 3 2.73 

12 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
使用 92 83.64 12 10.91 6 5.45 

2.2 110 名学生对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 LBL 和
PBL教学法的认同度 LBL教学法是以教师为主
体 以讲课为中心 采取大班全程灌输式的教学方
法 此方法仍为目前许多院校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教
学法 我们通过实施PBL教学法前后对比调查 在
110 名学生中 有 58 名 52.73% 表示很认同 PBL
教学法 41 名 37.27% 认同 PBL和 LBL结合法 
单纯认同LBL教学法的只有 5 名 4.55%  不确定
者有 6 名 5.45%  
3 讨论
3.1 多年来内科护理教学始终围绕着高素质技能
型护理人才的培养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上下功夫 
PBL教学法就是在基础理论课教学完成后 针对学
生临床实 见 习期间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
高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而实施的一
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PBL教学法的最
大特点就是以一种宽松 开放的教学方式 给学生更
多的自由发挥空间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活跃教
学气氛 改变学生的被动依赖学习心理为主动自主
的学习心理 PBL教学法实施形式就是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 通过老师提出问题 学习小组经共同讨论分
析找出答案 达成共识 既激发了共同的学习兴趣 
又增强了共同协作精神 提高了学习效果 PBL是
一种反推式学习法 学生根据真实或模拟真实的临
床问题 利用临床推理技巧提出假设 寻找及整理证
据资料 分析和解决问题 这种学习方法与临床问
题处理最为接近 可以让学生把课堂理论用到临床
实践中来提高自己的临床思维能力 3  PBL教学模
式是一种以 提出问题 建立假设 收集资料 讨论
假设 总结提高 的五段式的教学新方法 与传统式
的 组织教学 复习旧课 上新课 巩固新课 布置作
业 的教学方法相比 更具有横向推理思维 灵活运
用知识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3.2 我们在 PBL教学中还体会到 要搞好 PBL教
学 必须搞好PBL的基础性工作 建立多种 PBL的
问题库 并充分发挥问题库的载体作用 引导学生从
被动学习与思维逐步过渡到主动学习与思维 从抽
象理论的学习逐步过渡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理性
认识与感性认识相结合的学习 PBL教学法虽然在
许多方面优于 LBL教学法 但并不能完全取代 LBL
教学法 两者仍需要结合进行 PBL教学法应与LBL
教学法优势互补 相辅相成 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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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微创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是一项新的脊柱微创技术: 近年来逐渐应用于胸腰椎骨折~腰椎失
稳等疾病的治疗~并得到推广应用~其具有切口小~创伤小~出血少~术后恢复快等优点: 该文就其临床应用进
展进行综述:
  "关键词# 微创  椎弓根螺钉  内固定术
  "中图分类号# R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3806$2012%06 -0559 -04
  doi&10.3969/j.issn.1674 -3806.2012.06.32

Progressontreatmentsofminimally invasivepediclescrewinternalfixation WEI ian-xun~LIrong-zhu.D -
partm ntof0rthop dics~th P opl ,shospitalofguangxizhuang Autonomousr gion~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 MinimaIIyinvasivepedicIescrewinternaIfixation isanewminimaIIyinvasivespinetechnoIogy.in
recentyears~itisextended tothetreatmentofthoracoIumbarfracturesand IumbarsegmentaIinstabiIityand soon.it
hastheadvantagesofsmaIIincision~Iessinvasion damage~minimaIbIood Iossand rapid postoperativerecovery.in this
paper~itscIinicaIappIication isreviewed.
  [Key words] MinimaIIyinvasion  PedicIescrew  internaIfixation

  传统的切开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已经成为胸~
腰椎融合固定术的最常用术式[1~2] ~但由于其需广
泛剥离筋膜~肌肉~韧带及关节突~切除脊柱较多的
后部结构~如切除棘上~棘间韧带~棘突~椎板等结
构~可引起脊柱前屈力量减弱并引起迟发性脊柱不
稳 广泛的椎板切除会导致术中出血过多~术中持续
的牵拉及过多的剥离使肌肉失去神经支配及萎缩~
从而使腰痛等腰椎术后综合症的发生率升高[3~4] :
近年来随着微创外科的发展~脊柱微创外科也得到
长足的进步~脊柱微创外科技术已从微创腰椎间盘
髓核摘除术发展到了微创椎管减压~椎间融合~椎弓
根螺钉内固定术~下面就该技术的研究进展综述
如下:

1 经皮C臂X光引导定位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
为了克服开放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剥离范围

大~出血多~术后椎旁肌瘢痕化等缺点~脊柱微创椎
弓根螺钉内固定技术逐渐发展起来: 最早应用于临
床的是经皮穿刺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胸腰椎骨

折~此技术有明显的创新性~具有切口小~创伤小~出
血少~对腰背肌肉损伤小等优点~因此在临床得到广
泛应用[5] : 早在 1982 年 MagerI[6]就首先报道经皮
椎弓根螺钉技术应用于脊柱外伤的治疗~其为 X光
透视下置钉~椎弓根螺钉尾露于体外~连接杆于体外
连接螺钉进行复位~固定~类似于四肢骨折的外固定
支架技术~手术避免了切开~减少了创伤~但容易并
发钉道感染~并且由于力臂过长~容易出现松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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