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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联合案例教学法在医学教育基础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尹安瑞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医学院

[ 摘  要 ] 目的：探究在医学教育基础医学中将 PBL 联合案例教学法进行应用的实际效果。方法：在我院展开研究工作，工作的开展时间在

2018 年 9 月——2019 年 9 月期间，共选取医学生 100 例，将其随机分为两组，给予传统教学模式的为对照组，给予 PBL 联合案例教学法的

为实验组，对其教学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实验组学生的及格率为 94.00%，对照组学生的及格率则为 84.00%，相比之下， 实验组学生

的及格率更高，表明教学更好，两组学生的数据差异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在教育基础医学教学工作开展中将 PBL 联合案例教学

法进行应用，可将教学效果进行提高，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为临床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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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基础医学教育工作实施的过程中，以往通常是将传统教

学方法进行应用，但是此方法所对应的临床教学效果较差，临床干

预效果较差。因此，本研究将 PBL 教学方法和案例教学法进行应用。

其中的 PBL 教学法主要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而案例教

学法则是以案例为主，为学生营造学习范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将两种教学方法进行应用，效果较好 [1]。下文将展开具体阐述。

1 患者一般资料和研究方法

1.1 一般资料分析

在我院展开研究工作，工作的开展时间在 2018 年 9 月——2019

年 9 月期间，共选取医学生 100 例，将其随机分为两组，给予传统

教学模式的为对照组，给予 PBL 联合案例教学法的为实验组，其中，

男生 52 例，女生 48 例，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为 25 岁，年龄最小的为

22 岁，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3.43±0.45）岁。两组学生的一般资

料不存在显著差异。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学生采用常规教学方法，教师对学生展开知识讲述，学

生自行吸收。实验组学生则采用 PBL 联合案例教学方法，具体实施

过程中：（1）其中主要包括教师精心编选的临床案例，结合实际的

临床情况，对问题进行设计，避免问题过于复杂或是过于简单，以

实现对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的积极鼓励，并引导学生加强对从知识向

能力方向进行转化的能力，开展双向交流工作，对效果进行有效评

价。（2）首先，给予学生案例分析，引出问题，保证学生对问题进

行独立思考，并展开积极讨论。其次，为学生创设情境，对学生的

诊疗思想和方法进行培养，促进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有效提高。最后，

对学生的思维创新进行培养，这与对照组不同的是，对照组方法实

施中教师多以讲解为主，而实验组在理论课中，将多媒体进行应用，

促进学生理解，在见习课时，则以典型比例为主，对学生的实践操

作能力进行提高。（3）授课方式，主要促进学习小组的建立，指导

学生在课程前将知识点进行预习，对课堂中所需要讲解的案例进行

分析和讨论，在课堂开展过程中，教师则需要对案例进行总结。

1.3 观察指标

将标准化闭卷考评模式进行应用，对两组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

分析。主要将教学可与题库进行随机选择，并交由教研组，对学生

的成绩进行阅卷和评分。其中，主要包括优秀，及格和不及格三项

内容。学生分数在 80 分以上的为优秀，分数在 80 分以下，但是在

60 分以上的为及格， 而分数在 60 分以下的则为不及格。其中的及

格率为排除不及格率的总和。

1.4 统计学方法

以统计学软件 SPSS20.0 为工具，对此次研究中所出现的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对计量资料（ sx ± ）的比较结果予以 t 值验证，
对计数资料（n，%）的比较结果予以 x2 值验证，当结果呈现出 P

＜ 0.05 时表示组间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分析价值 [2]。

2 结果

实验组学生的及格率为 94.00%，对照组学生的及格率则为

84.00%，相比之下， 实验组学生的及格率更高，表明教学更好，两

组学生的数据差异存在显著差异（P<0.05）。

表 1   两组患者及格率情况比较 [n(%)]

组别 优秀 及格 不及格 及格率

实验组（n=50） 33（66.00） 14（28.00） 3（64.00） 47（94.00）

对照组（n=50） 24（48.00） 18（36.00） 8（16.00） 42（84.00）

X2 9.406

P <0.05

3 讨论

将 PBL 与案例教学法应用在基础医学教学中，主要需要教师从

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积极开展教学活动，促进学生自主思考，促

进学生应对学习能力问题的提高，就其中的 PBL 教学法来说，其主

被应用在 60 年代末麦克斯特大学医学院，是一种基于问题解决的教

学方法，将学生作为课堂中心，促进教师对学生进行引导，这种教

学方法所对应的开放性较强。在此过程中，将案例教学方法进行应用，

将临床的典型案例引用到教学中，与教材知识进行结合，使学生积

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进行积极思考，而教师对学生提出问题，促

进学生进行相互讨论，保证将临床的实际问题进行解决。在将 PBL

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进行联合使用，具有相辅相成的特点，在将实

际案例引入到教学中，有利于促进学生对实际问题的应用，保证科

学性和逻辑性，也就是说，将问题引导与案例分析法进行有效结合，

可促进教学方法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3]。

本研究在将两种方法进行联合使用后，其结果显示为：实验组

学生的及格率为 94.00%，对照组学生的及格率则为 84.00%，相比之

下， 实验组学生的及格率更高，表明教学更好，两组学生的数据差

异存在显著差异（P<0.05）。案例教学法与 PBL 教学法的联合使用，

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保证将 医学知识进行有

效传输。从而促进学生理解能力的提高，通过具体案例，加强对知

识的理解程度，并在加强实践操作的过程中，将学生的动手能力进

行加强，促进学生综合学习成绩的提高。

     综上所述，在教育基础医学教学工作开展中将 PBL 联合案例教

学法进行应用，可将教学效果进行提高，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为临

床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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