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1)
 

2019,3

ISSN:
 

2661-3573(Print)  ISBN:2661-3581(Online)

PBL教学法在血液内科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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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总结并归纳PBL教学法在血液内科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142名血液内科
临床见习学生纳入研究,时间为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通过抽签的方式对纳入的学生进行分组,对
照组、观察组各自71名,对照组应用常规教学方式,观察组应用PBL教学法,教学结束后分别对两组学生
的理论知识、临床技能的掌握情况进行考核,并发放问卷,调查两组学生对实习在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团队
参与度、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的满意度情况。结果:应用PBL教学法的观察组见习学生在理论
知识、临床技能掌握度方面与对实习质量的满意度方面均远优于应用常规教学方式的对照组,P<0.05,探
究分析价值较高。结论:对血液内科临床见习学生进行PBL教学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团
队参与度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其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具有较高
的应用价值,可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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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内科是医院的重要科室,患者的疾病类型
较为复杂,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与临床技能的熟练
度要求均较高[1]。而临床见习作为学生自学校毕业
至正式工作的过渡阶段,见习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
的独立思考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2]。传统教学方
法主要为教师对课本知识进行讲解,难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对学生临床实践技能的训练较少,教学
效果并不理想[3-4]。本文针对142名血液内科临床
见习学生,分别应用常规教学方式与PBL教学法,
对两组学生的理论知识、临床技能的掌握情况进行
考核,并发放问卷,调查两组学生对实习在激发学习
兴趣、提高团队参与度、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方
面的满意度情况,总结并归纳PBL教学法在血液内
科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142名血液内科临床见习学生纳入研究,
时间为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通过抽签的方
式对纳入的学生进行分组,对照组、观察组各自71
名,其中对照组男51名,女20名,年龄最小20岁,
最大24岁,平均年龄(22.08±1.07)岁,观察组男50
名,女21名,年龄最小21岁,最大24岁,平均年龄
(22.15±1.13)岁,两组学生均为本科生,对两组学
生的年龄、性别、学历、平时成绩等基础研究信息进

行比较均差异微弱,P>0.05,具有探究对比的价值。

1.2 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教学方式,主要为教师向学生

讲解典型病例的症状、治疗方式等,结合多媒体与问

诊等方式进行教学。
观察组应用 PBL教学法,具体如下:①建立

PBL教学小组,每组学生5~6人,分别配备一名带

教老师;②由带教老师依据典型病例,向学生提供患

者各项临床资料,如年龄、性别、症状表现、各项指标

检查结果等,并提出问题,如依据临床表现与检查结

果进行的对疾病类型的初步诊断、导致疾病发生的

可能因素、进一步治疗方案等,由学生进行文献资料

的查阅与以往病例资料的分析,做好讨论的准备;③
小组内进行发言讨论,由学生对各项问题进行答复,
由教师对遗漏处进行补充,并对错误进行纠正,对学

生的发言进行评价,讨论中应由老师对节奏进行掌

握,促进每一名学生进行参与,并进行最终的总结。

1.3 观察指标
教学结束后分别对两组学生的理论知识、临床

技能的掌握情况进行考核,并发放问卷,调查两组学

生对实习在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团队参与度、提高分

析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的满意度情况。知识技能考

核试卷总分均为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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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使用SPSS17.0软件对142名血液

内科临床见习学生的各项数据进行分析,理论知识、

临床技能评分用(x
-

±s)表示,行t检验,实习质量
满意度用%表示,行χ2 检验,P<0.05时分析有效。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知识技能考核评分分析

应用PBL教学法的观察组见习学生的理论知
识、临床技能考核评分分别为(89.61±4.62)分、
(90.47±5.02)分,均高于于应用常规教学方式的对
照组的(73.95±4.70)分、(74.19±5.08)分,P<
0.05,探究分析价值较高,见表1。

表1 两组学生知识技能考核评分分析(x
-
±s,分)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考核 临床技能考核

观察组 71 89.61±4.62 90.47±5.02

对照组 71 73.95±4.70 74.19±5.08

t值 20.0218 19.2074

P 值 0.0000 0.0000

2.2 两组学生对实习质量的满意度情况
应用PBL教学法的观察组见习学生对实习在

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团队参与度、提高分析解决问题
能力等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应用常规教学方式的对
照组,P<0.05,探究分析价值较高,见表2。

表2 两组学生对实习质量的满意度情况[n(%)]

组别 例数
激发学

习兴趣

提高团队

参与度

提高分析

解决问题能力

观察组 71 70 68 68

对照组 71 52 50 47

χ2 值 18.8557 16.2458 20.1681

P值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PBL教学法作为一种在老师引导下,由学生独

立进行文献资料查阅,结合临床患者具体情况对疾
病诊断、治疗方案等问题进行回答与讨论的教学方
式,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并提高其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有效对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进行培养,促进其将理论知识与临床
实践 进 行 结 合,提 高 其 综 合 素 养,应 用 价 值
较高[5-6]。

本次研究中,应用PBL教学法的观察组见习学
生的理论知识、临床技能考核评分分别为(89.61±
4.62)分、(90.47±5.02)分,均高于于应用常规教学
方式的对照组的(73.95±4.70)分、(74.19±5.08)
分,P<0.05,探究分析价值较高;应用PBL教学法
的观察组见习学生对实习在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团
队参与度、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的满意度
均高于应用常规教学方式的对照组,P<0.05,探究
分析价值较高,说明PBL教学法在血液内科临床见
习中的应用效果较好,值得推广应用。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血液内科临床见习学生进行PBL

教学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团队参与
度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其将理论知识与实
践进行有机结合,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具有较高的应
用价值,可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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