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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通平台的 CBL＋PBL整合教学法 
在急救医学临床带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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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基于学习通平台的 CBL + PBL 整合教学法在急救医学临床带教中的应用，为培养以能力为导向的急救医学人

才提供教学模式依据。方法： 本院 2016 级本科生为教学对象，分为 2 组，对照组（传统教学）， 实验组（学习通平台+CBL + PBL 

教学），每组 30 人。实习结束后对两组学生分别进行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和病例分析三项专业素质测评，同时使用问卷调查评价

对教学的满意度，同时对两组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实验组三项专业成绩总分均高于对照组，具有显著性意义( P< 0. 05)。实验组对

教学方法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 05)。结论: 基于学习通平台的 CBL + PBL 整合教学法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其临床思

维和实践能力，在急救医学临床带教中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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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CBL + PBL integrated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the learning communication platform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emergency medicine, and to provide a teaching mode basis for cultivating ability-oriented emergency medical talents.Methods: Our 

2016 undergraduates are the teaching objects, divided into 2 groups, control groups (traditional teaching), experimental group (learning platform + CBL + 

PBL teaching), 30 people in each group.After the internship,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had three professional quality assessmen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practical skills and case analysis, and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and the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the three majo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 05).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teaching method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 05).Conclusion: The CBL + PBL integration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the learning communication platform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ultivate their clin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It is a 

worthy teaching method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emergency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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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应用医学学科，是临床实习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要求具备特殊的临床思维方式以及临床急诊知识体

系与实践技能。传统急诊医学临床带教模式，以带教老师讲授为主，

主要注重急诊医学理论知识的记忆。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传统临床

带教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实习学生面对错综复杂的临床病

例，实习生往往感到迷茫，不知所措。因此寻找有效临床带教方法

对于提高临床教学质量至关重要。 

目前在临床实践教学方法中常用的有以下两种。以问题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是通过让学习者相互合

作解决情景中的真实问题来学习与其相关的理论、实践知识，提高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1]。而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Case-based 

learning，CBL）是在临床病例的基础上，学生依靠已学到的理论知

识和背景资料，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发现或者相互讨论来分析和解

决问题[2]。虽然以上两组在一定程度弥补了传统带教模式。但是对

于眼下复杂的急诊情况，这两种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

们在教学实践中应用学习通平台融合两种教学法进行临床带教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6 级在急诊科实习的 60 名本科临床

医学专业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学习通平台+CBL+ PBL

教学）30 人，对照组（LBL 传统教学）30 人。两组学生的实习前急

救医学测试成绩对比无差异（P>0.5）。两组教材、教学大纲、带教

教员与实习学时等均一致。选择有丰富带教及临床经验的教师，并

在课前进行 CBL 和 PBL 教学方法的集中培训、备课。 

1.2 教学形式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 LBL 临床带教法进行教学，每

周带教老师进行考核测评，发现不足进行指导改进，从而针对性提

高。实验组：带教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提前一周设计学习

任务并布置给学生，学生提前预习，将疑难问题反馈给教师，教师

将学生的问题汇总起来制作成微视频并上传至学习通供学生业余

时间观看。带教教师结合教学大纲，选择典型病例，准备启发性问

题，在课前一周将病例由学习通发送并通知给同学。学生可自行 5-6

人结为一讨论小组，充分预习教师提前提供的病例，讨论并查阅资

料，相互提问补充问题。实习课当日由教师组织，集中分析讨论病

例，解答关于此病例的相关问题，小组每位成员轮流发言，教师在

适当的时候进行启发和引导，最后对讨论情况进行总结，归纳拓展

相关知识点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最后进入病房对患者进行问诊查

体，带教教师给予查房指导。 

1.3 评价方法 实习结束后对学生进行急救理论知识，急救实践

技能和临床病例分析三项考试，每项 50 分，总分 150 分。考试前

对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学生对新教学方法的满意度，每项问题

均分为“十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满意度以“十分满

意”和“基本满意”来计算。  

1.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

“ sx ± ”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两样本率比较采用

x２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实验组与对

照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进行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急救理论知识、急救实践技能、临床病例分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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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平均成绩均高于对照组，结果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三项测评成绩及总成绩比较（分，

sx ± ） 

组别 急救理论知识 急救实践技能 临床病例分析 总分 

实验组 46.38±8.25* 42.62±12.38* 43.16±7.45* 132.16±19.36* 

对照组 35.16±9.83 37.43±8.64 40.52±8.67 113.11±27.14 

t 值 18.21 2.026 3.178 4.325 

P <0.01 0.032 0.016 <0.01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问卷调查分析。实习结束后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对两组的满意度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学

生对知识掌握、拓展、理解和应用及学生学习能力、学习兴趣、应

用能力提高方面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实验组对教学方法和效

果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见表 2） 

表 2. 两组学生对教学方法和效果满意度评价的比较（人） 

项目 
实验组

（n=30）

对照组

（n=30）
x２ P 

有助于内容进一步理解 30 25 14.55 0.000* 

有助于提高文献检索能力 30 27 5.49 0.042* 

有助于知识点的联系 30 26 6.86 0.038* 

有助于课本内容的拓展 28 24 8.35 0.002* 

有助于提高自学能力 28 14 17.32 0.000* 

有助于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 30 19 11.72 0.000* 

有助于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0 17 15.34 0.000* 

有助于团队间合作 29 11 31.23 0.000* 

教学效果评价 28 26 4.15 0.043* 

注：*表示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3.讨论 

急诊科所收治的患者病情发病普遍较急，需要相关医护人员在

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病情展开正确的诊断、有效的治疗。急诊学生

临床实习教学是急诊医学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急诊

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阶段。急诊科

的实习不仅要注重加深临床基础知识，更要注重学生临床急诊思维

的拓展，增强学生对复杂病例的综合分析能力。因此，教师需要打

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增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逐步提升急诊科实习教学的质量。 

CBL 教学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兰德尔在 19 世纪

70 年代首次提出，他在教学过程中首创了通过选择具体而典型的法

律案例，引导学生针对案例深入展开分析、讨论，最终使学生掌握

一般分析原理，并能推而广之独立的分析和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教

学方法[3]。此教学法结合医学教学实践，被引申为病例教学法。通

过师生一起讨论典型病例并进行分析总结，使学生能对所学疾病的

理论知识深刻理解和把握，熟练掌握临床操作要点，使其在面对临

床实际情况时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提高。PBL 教学法 1969

年由神经病学教授 Barrows 引入医学教育领域，后被广为接受，成

为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教学方法[4]。这种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以

问题为导向，按照搜集信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讨

论问题－总结反思的６段式教学，利用多种资源，培养学生的临床

思维、临床技能和沟通技巧。学习通是基于微服务架构打造的课程

学习，知识传播与管理分享平台。具有完备的教学模块，课前的通

知，班级群聊，资料发放等功能支持。CBL 教学法与 PBL 教学法在

临床带教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内外越来越复杂的病

例，这两种方法单独使用存在了一定局限性。本研究则通过比较传

统带教模式，研究 CBL+PBL 整合教学法在急诊医学带教中的作用。

本研究表明，基于学习通平台的 CBL+PBL 整合教学法，期末理论

考试成绩显著高于传统教学带教，实验组急救理论知识、急救实践

技能、临床病例分析三项平均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通过问

卷调查基于学习通平台的 CBL+PBL 整合教学法极大的提高了学生

对急救医学内容的理解、提高了文献检索能力、自学能力、分析及

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前预习、问题的提出、查阅文献、学习通内及

课间讨论等能明显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学生之间的

互相交流及与带教教师之间的互动，有利于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及团队合作能力。张贵丽 [5] 等人在神经内科进修医师教学过程

中，通过将基于问题的学习（PBL）和基于案例的学习（CBL）模

式的相结合，激发了进修医师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兴趣，提高了考试

成绩和教学质量。马光明[6]等也发现 PBL 联合 CBL 教学法在医学

影像诊断学实验教学中的重要意义，其教学法能提高学生的实验成

绩，激发学习兴趣，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和质量。邱瑞华[7]等人在

肾内科临床教学中发现了多媒体联合 PBL、CBL 教学法明显优于传

统的 LBL 教学法，有助于临床实习医师临床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的

培养。 这些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学习通平台+CBL + 

PBL 教学在急诊临床带教中显示出突出的优点。 

传统教学中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课前预习缺乏深入思考，思

维能力得不到锻炼，不利于提升综合素质。将学习通与 PBL 及 CBL 

相结合，借助学习通平台线上答疑，重点知识点线下带教查房及时

掌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

反复观看，重点操作可不断重复，使得自主学习时间大大延长，知

识点理解更为透彻，提高了总体教学水平。 

总之，基于学习通平台的 CBL+PBL 整合教学法可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显著提高临床教学效果，加深学生对急救理论知识的理解

和记忆，培养其临床思维和实践能力，在临床带教中是一种值得推

广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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