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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教学法在中职康复技术专业作业疗法课程的作用 
班玉藤 1  张恒 2 

（1济宁市卫生学校 山东济宁 272000；2 菏泽市单县开发区中路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山东菏泽 274300） 

摘要：目的 研究问题驱动教学法（PBL）在中职康复技术专业作业疗法课程中的作用。方法 选取我校 2018 级康复技术学生 90
人，以班级为单位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研究组采用 PBL 法，比较两组学生的考试成绩及对自我评价结
果。结果 研究组学生学期末成绩（88.46±8.89）分明显高于对照组（73.41±8.91）分，学生自我评价中研究组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40 例）、团队合作能力（28 例）、知识掌握程度（36 例）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采用问题驱动
教学法（PBL）应用在中职康复技术专业作业疗法课程，效果良好，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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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驱动教学法（PBL）是一种以问题为学习起点，驱动学生

围绕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新的教学方法[1]。PBL 全面贯彻了学生为
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新的课堂理念。教师扮演了提出问题，设计课
程，评估结果的角色；学生则成为课堂的主人，更多的参与到课堂
中去。由于中职康复技术专业作业疗法课程的特殊性，传统的教学
方法已经满足不了学生对知识的吸收程度，故我校采用问题驱动教
学法（PBL）应用在中职康复技术专业作业疗法课程，效果良好。
现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校 2018 级康复技术学生 90 人，以班级为单位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研究组 45 人，其中男生 28 人，女生 27 人，年龄 15~17
岁，平均（16.1±1.5）岁；对照组 45 人，其中男生 30 人，女生 25
人，年龄 15~17 岁，平均（16.3±1.6）岁。两组同学此前未接受过
PBL 教学法，在性别、年龄及知识掌握程度等一般资料上显示无显
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两组学生统一采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教

材供康复技术专用的《作业疗法》（第 1 版，孙晓莉主编），师资
力量相当，教师教学经验丰富。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如讲授法。研究组采用 PBL 法。①
组织学生学习 PBL 教学法，嘱学生领会 PBL 教学法的内涵，了解起
源、过程、目的。②课前，教师向学生下发课程相关的问题，让学
生根据问题，有目的地搜集资料自主学习。③按照分组，各小组同
学交流自学的成果，教师深入学生，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④每小组选一名代表，总结本组的观点。⑤教师对各小组的观点进
行分析补充，为学生答疑解惑，归纳本节知识点。 

1.3 观察指标 
（1）客观评价：于学期初始及学期结束对两组学生进行考核，

记录学生考试成绩。 
（2）主观评价：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两组学生的自我

满意度。包括：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知识掌握程度等方
面。 

1.4 统计学方法 
选择 SPSS18.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 x ±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表示为[n(%)]，比较采
用χ2 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学生学期始末的考试成绩比较分析： 
研究组学生学期末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有意

义（P<0.05），详见表 1。 
2.2 两组学生的自我评价比较分析： 
研究组学生自我评价中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知识掌

握程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有意义（P<0.05），详见
表 2。 

 

表 1 两组学生学期始末的考试成绩比较（分） 

组别 学生数 学期始考试成绩 学期末考试成绩 

研究组 45 57.80±9.25 88.46±8.89 
对照组 45 58.96±8.78 73.41±8.91 

t 值  0.610 8.021 
P 值  0.272 0.000 

表 2 两组学生的自我评价比较（例） 

组别 学生数 自主学习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知识掌握程度 

研究组 45 40 28 36 
对照组 45 19 15 16 

χ2  21.704 7.526 18.219 
P 值  0.000 0.006 0.000 

3讨论 
作业疗法课程是中职康复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由于课程内容

的可操作性强，与临床工作结合紧密[2]，学生在第四学期结束即将
面临实习的情况下，采用 PBL 教学法应用于作业疗法课程，可以更
好的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创建高效的临床思维模式，促进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为将来的实习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较之传统讲授的教学方法，PBL 教学法更加开放，充分调动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真正做到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3]。在每节课前，
教师为学生发布相关问题，让学生搜集相关资料自主学习。并通过
分组的形式，小组成员间采用信息交流的形式，增强团队协作能力。
最后整合出较完整的信息，做汇总报告。在整个过程中，以问题为
导向 ，引导学生一步步去解决，找出解题思路，得到最终答案。
但在 PBL 教学法实施的过程中，也可能会有学生查资料没有目标，
做无用功浪费时间等现象，所以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更要做好引
导的作用，在最短时间内帮助学生实现效率的学习[4]。 

本研究采用问题驱动教学法（PBL）应用在中职康复技术专业
作业疗法课程。对比结果显示：采用 PBL 教学法学生学期末成绩明
显高于传统教学法学生，且在学生的自我评价中自主学习能力、团
队合作能力、知识掌握程度均优于传统教学。综上所述，问题驱动
教学法（PBL）应用在中职康复技术专业作业疗法课程，效果良好，
值得中职其他课程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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