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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提高临床血管外科的教学质量，我们在临床见习中尝试将 PBL教学模式与 LBL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研究 PBL与
LBL教学法相结合新的教学方法在临床血管外科教学中的作用。方法：选取在我院参加实习活动的临床医学系学生 60名，随机

分为 LBL组与 LBL+PBL组。其中 LBL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而 LBL+PBL组则采用传统教学与问题导向型教学模式相结合的
双轨教学法。课程结束后，对比两组学生的专业知识笔试成绩和临床操作技能测试成绩，评价两种教学模式的作用及意义。结果：

PBL+LBL组学生的专业知识笔试成绩和临床操作技能成绩均显著优于 LBL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PBL与 LBL

教学法相结合的双规教学模式对血管外科的临床见习教学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但可以锻炼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综

合素质，而且有利于提高临床教学的质量，该教学模式值得在医学院校实习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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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BL Combined with LBL in the Teaching of Clinical Training
for Vascular Surgery*

The teaching model of LBL+PBL was perform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for vascular
surgery, Sixty students with clinical major who had taken part in the internship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LBL group and the PBL+LBL group.Then the scores of literary tests and skills of clinical practice of students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and the effects and meanings of teaching methods were evaluated. The results of
literary tests and skills of clinical practice in the PBL+LB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LB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teaching method of PBL combined with LBL should be promoted and applied to
the clinical postgraduate teaching with the advantages of facilitating students' thinking skills, cultivating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for medic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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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血管外科是一门实践性及应用性较强的临床医学专业，随

着医疗水平和技术的发展，对该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也逐渐提

高，不仅要教授学生理论知识，还要令其掌握专业的实际操作

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才能适应不断进步的医学事业
[1]。而传统的以授课为基础(lecture based leaning, LBL)的教学方

法存在很多不足，如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师生之间的互动

交流较少，很多知识需要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才能掌握，而

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教学改革的要求 [2-4]。近年

来，一种以实际为根本的、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模式(Prob-

lem--based-leaning，PBL) 逐渐被医学院校及实习医院所采用，

而且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PBL教学法是基于真实情景的、

以问题为导向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

生独立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PBL教学法是培

养创造型、实用型医学人才的教学模式，它不仅要求学生将理

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加强学

生的人际交往能力[5]。为了提高我院血管外科临床见习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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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我们，将 PBL教学法引入对教学工作中与 LBL教学法结

合，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将经验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7级首都医科大学临床五年制学生 60人，其中男生 27

人，女生 33人。

1.2 教学方法

以第七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外科学》为主要的参考教材，

结合《实用血管外科学》为辅助教材。学生理论课学习后，分为

2批轮流进入血管外科临床见习，每批 30人，分为 PBL与 LBL

教学法相结合组和单纯 LBL组 2组，每小组 15人。传统教学

LBL组：采用传统的灌注式方法教学。即由教师带学生看病人，

再由教师分析、诊断、鉴别诊断，提出治疗意见，或向学生提问。

PBL与 LBL教学法相结合组：采用 PBL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方

法相结合教学。标准的 PBL分为五个阶段：提出问题、建立假

设、收集资料、论证假设和小组总结[6]。PBL以学生为中心，采用

小组方式开展，往往包括 6-8个学生和 1名指导教师。传统教

学方法基础上，每周安排 1-2次 PBL教学，具操作如下：首先，

由教师选择教学病例，血管外科需要重点学习的内容如：深静

脉血栓，动脉瘤，动脉闭塞性疾病等常见血管外科疾病的分类，

学生到床边问病史、全身体格检查和专科检查；随后，安排学生

查阅参考书籍，开展第一次讨论，由学生讨论初步诊断和处理；

讨论后，教师提供该患者的进一步检查结果，再次安排学生自

学，组织第二次讨论明确诊断和治疗方案；第二次讨论后，列出

解决问题时涉及的新的理论和知识，学生每人从中选择 l～ 2

项，通过查阅书籍、文献、检索 Internet、以及咨科医师等方式自

学；最后，第三次讨论并由教师总结一些共同的疑难问题进行

详细的解答、分析，对讨论的案例与涉及到的血管外科专业技

术知识进行梳理、剖析，让学生充分的消化。

1.3 评价方法

由专业知识笔试成绩和基本临床操作技能考试成绩两部

分组成。专业知识笔试成绩：由客观题和主观题两部分组成，满

分 100分。基本临床操作技能考试成绩：满分 50分。根据血管

外科教学大纲要求主要考查学生血管外科专业知识及血管外

科基本临床操作。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使用采用 Spss 13.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x± s)，采用 t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率描述，以 P≤ 0.05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如表 1 所示，PBL+LBL 教学组的专业知识笔试成绩为

88.8± 8.7，临床操作技能成绩为 45.6± 4.9；LBL教学组的专业

知识笔试成绩为 81.3± 2.5，临床操作技能成绩为 35.7± 3.2。

PBL+LBL 教学组专业知识笔试成绩与临床技能成绩均优于

LBL教学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 1 两组学生的学习成绩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for tests of students between two groups

Group Numb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oints) Clinical skills(Points)

PBL+CBL

LBL

t

P

30

30

88.8± 8.7

81.3± 2.5

2.12

0.019

45.6± 4.9

35.7± 3.2

6.32

＜0.001

3 讨论

3.1 两钟教学法的不同点

LBL(lecture-based-leaning)以单一授课为基础，是一种被动

的知识灌注式的教学方式，只注重知识的记忆，造成主动发现

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欠缺，思维僵化。LBL教学是以带教老师

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在带教过程中，学生以带教老师为

中心，高度依赖带教老师，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差，导致不能

很好地掌握本学科的理论知识，不易形成有效的临床思维和鉴

别诊断过程，在临床实践时不能正确地处理病人[7-9]。因而，传统

的填鸭式教学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早已不适用于临床实际

灌注的需要和人才的培养 [10]。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 PBL

(Problem--based-leaning) 是美国医学教育改革先驱 Barrows在

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首创，目前已成为国际上公认较先进的一

种教学方法。20世纪 70年代以后，PBL在北美获得了很快的

发展。但我国最早是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西安医科大学引进

PBL教学的，时间是 1986年。90年代以来，引进渐增多，如湖

南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大学、暨南大学等[11-14]。这些院校分别在

基础课、临床课和实验课中部分试行了 PBL，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3.2 LBL与 PBL教学相结合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以 LBL教学为基础的联合 PBL教

学模式，LBL对基本概念的讲授较为深刻全面，对于血管外科

这门新生、专业性较强的专科，对学生来说强调该教学法较为

重要 [15]。目前我国本科教育中血管外科理论教学时间普遍较

短，研究生专科教学过程中我们注意弥补这一缺陷，帮助学生

打好扎实的理论基础。PBL教学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灵活运

用知识的能力和主动获取知识力，血管外科具有病种多样、病

情各异等特点，为 PBL教学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临床教学环

境。PBL教学通过学生讨论和辩论逐渐克服自身弱点、增强自

身勇气，并提高了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辩论才能[16]。PBL教

学模式对教师要求较高，要求教师不但对理论基础内容熟练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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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还应当扎实掌握相关临床医学知识，并要具备提出问题织

决问题的能力、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

良好的组织管理能力。其次，对学生能力要求较高，如合作能

力、综合分析能力、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能力等，因此，对学

生的素质培养也是有效完成 PBL过程的重要因素[17]。

3.3 PBL教学法的优势及不足

PBL教学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创造性，

培养学生变单向思维方式为多向思维方式，有利于学生独立思

考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知识；加强人际交往能力和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培养创造型、开拓型、实用型医学人才的

过程中，有传统教学法无可比拟的优点，值得在国内医学教育

领域推广。但是通过本研究，我们发现一些不足。首先，单纯的

应用 PBL教学法，学生获得的知识不很全面，达不到传统教学

模式下获得的学科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其次，对学生来说，花耗

大量的时间来进行课前准备工作，由于学生的个人能力参差不

齐，以至于准备材料也千差万别，此外讨论的时间又是极为有

限，知识面掌握不全面[18-20]。所以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将 PBL与

LBL教学法相结合，在实际教学中因材施教，对不同层次的学

生采取不同的方式，采用以 PBL教学法为主体的综合教学模

式，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使学生

不断扩大知识的广度与深度，自觉地更新知识，成为适应现代

医学教育需要培养的是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医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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