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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学本科专业医学人文融入课程思政的 PBL 教学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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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儿科学本科专业医学人文融入课程思政的 PBL 教学在实习期间的实用性。方法：问卷调查儿科学本科

专业 2018 级、2019 级共 110 名学生，内容主要为“有关医学人文课程现状的问题”、“对于医学人文融入 PBL 教学的实

用性调查”、“医学生的价值观”三个部分。结果：1、相对于传统教学，83.3% 的同学更喜欢 PBL 教学模式；同样是 PBL

教学，18 级学生认为教师在 PBL 教学中主要呈现方式为文字讲解；19 级学生认为是角色扮演；2、关于“对医学人文融入

PBL教学的实用性调查”中，询问学生在实习期间面对患者时是否运用到人文医学课堂知识，结果显示 53.33 % 学生经常使用；

3、在“有关医学生的价值观”的调查中发现 90% 的医学生毕业后选择当医生；56.67 % 的学生选择当医生的动机单纯。结论：

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PBL 教学更受学生欢迎；医学人文融入课程思政的 PBL 教学模式在实习期间实用性高，能帮助医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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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Problem-Based Learning，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 )

教学是由巴罗斯教授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提出并创

立的一种主动学习模式，其通过一个真实的（或模拟）的

临床问题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达到学习目的。
[1] 近年来，社会各界均逐渐意识到了人文教育在医学教育中

的缺失，对于人文教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绝大多数高等

院校都开设了医学人文课程，但是，医学职业是终生学习

的职业，医护人员的奉献是伴随其职业全过程的，如果没

有坚定的从业理想和价值观，难以保证其能够长期为医学、

为人民健康事业悉心奋斗。这些问题尤其是在儿科领域表

现突出，儿童机体各项机能尚未发育成熟，免疫力低易反

复生病，因此儿科门诊以及病房常出现人满为患，医院儿

科人力、物力资源配置无法满足就医需求，儿科医护人员

常连续奋斗，身心俱疲，医患关系紧张，医学生职业认同

感普遍下降。因此，如何有效的在儿科学中融入人文医学

教育和思政教育，培养心身健康、善于沟通、能应对复杂

就医环境的儿科医学生，并且帮助医学生顺利过度成为一

名真正的儿科医生非常重要。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海南医学院儿科学专业的 18 级、19 级儿科学本科生

为调查对象。

1.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分两步，第一步是开设儿科学本科专业

医学人文专业，并以融入课程思政的 PBL 教学方式对 2018

级、2019 级学生进行教学。第二步是在实习期间用问卷调

查的方式了解此教学方法的效果。

1.2.1 人文医学 PBL 教学课程设计

老师在上课之前通过雨课堂提出问题，例如，在学到

《医患共同决策的价值体现》这个章节，老师提前给出问题：

患者王某某，男，68 岁，家庭贫困，因“突发右侧肢体无

力伴意识不清 4 小时”到神经内科住院治疗，患者在放射

科检查时不慎导致右肘关节骨折，医生诊断为：1. 急性脑

梗死；2. 高血压极高危组；3. 右肘关节骨折 . 鉴于患者大脑

脑干严重梗塞，且右侧手臂因脑梗病情导致肌力为 0，骨科

手术不仅麻醉风险极大，且并不一定能给患者带来益处，

所以建议患者不进行手术治疗，让骨折处畸形愈合。患方

认为：此次患者受伤与医方的诊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医方劝说放弃手术是因为医院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且患

者骨折不进行手术将导致后期护理病人困难。医生初步沟

通后，患者家属仍强烈要求手术治疗。问题：如果你是患

者管床医生，希望通过沟通，让患者及家属明白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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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弊，正确引导家属做出对患者有益处的决定。学生收到

问题后，分小组查阅文献，组内共同制定解决方法，并在

课堂上通过角色扮演将小组讨论结果呈现，之后老师根据

各组同学们的表现逐步分析、解决问题，以达到学习目的。

1.2.2 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的发放采用线上问卷星的方式进行，调

查问卷内容主要分为“有关医学人文课程现状的问题”、“对

于医学人文融入 PBL 教学的实用性调查”、“医学生的价

值观”三个部分。问卷草拟后进行了专家咨询，修订后进

行了预测，保证了问卷的可靠性。问卷的发放回收：随机

在海南医学院儿科学专业 18 级、19 级学生中以问卷星形式

线上发布不记名问卷，共完成 118 份。回收有效问卷 110 份，

有效回收率 93.2％。采用 SPSS 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处理

和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问卷调查结果

（1）我们以不记名方式发放问卷调查了 2018 级、

2019 级儿科学本科生，共回收 110 份有效问卷，得出相对

于传统教学模式，83.3% 的同学更喜欢 PBL 教学模式；18

级学生认为教师在 PBL 教学安排中，主要呈现方式为文字

讲解，占总学时 35.2%，其次为角色扮演，最短是小组讨论，

占总学时 12.3%；19 级学生认为课堂的主要呈现方式是角

色扮演，占总学时 38.6%，最短的是老师点评占 7.9%。（见

图 1）

图 1  18、19 级儿科本科生人文医学 PBL 课程现状调查图

（2）关于“对医学人文融入 PBL 教学的实用性调查”

其中代表性问题如下，问题 1：您在实习过程中是否常常运

用到人文医学课堂的知识？这一问题结果显示：53.33 % 学

生选择经常使用，40 % 选择有时候使用；6.67 % 选择偶尔

使用；（如图 2.2.1）问题 2：您觉得实习过程中与病人沟

通难吗？这一问题结果显示：6.67 % 学生选择与患者沟通

无阻、简单，70 % 的学生选择难度一般；23.33 % 选择沟

存在通困难。（如图 2、图 3）

图 2  问卷调查学生实习过程是否运用课堂人文知识

图 3  问卷调查学生实习期间是否存在沟通困难

（3）有关医学生价值观，90 % 的学生选择毕业后要

当一名医生，10 % 的学生选择毕业后可能从事其他职业；

56.67 % 的学生选择当医生是因为医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

愿意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38.2% 是因为家里长辈要求

学医。

3. 讨论

3.1 医学人文融入 PBL 的教学方式受学生欢迎，但教师

对 PBL 教学呈现方式不一样

在问卷调查中发现，医学人文融入课程思政的 PBL 教

学这种模式，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更受到学生的欢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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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原因可能是因为传统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互动性差，

为“填鸭式”教学，人文医学这门学科相对抽象，不容易

通过教师讲授完全呈现，而融入课程思政的 PBL 教学方式，

能很好的调动了学生的自驱力，让学生自主学习。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两届学生对 PBL 教学呈现方式感受不一样，

18 级学生认为教师仍然是以讲授为主，占时最短的是小组

讨论，19 级学生认为占时最多的是角色扮演，这表明现行 

PBL 教学过程中，医学人文相关内容学生小组讨论所占课

程的比例相当小，说明有的教师本身对 PBL 授课的方式不

熟悉，只是在 PBL 的框架下进行传统教学，因此对教师进

行同质化培训很重要。

3.2 医学人文融入 PBL 教学对学生实习期间处理医患关

系有帮助

问卷调查第二部分发现，大部分医学生都认为在实习

过程中运用到了 PBL 课堂中传授的知识。医学人文融入

PBL 教学方法先以临床常见的医患问题入手，让学生分小

组讨论，查阅资料，并在课堂上以小组形式角色扮演，学

生通过演绎不同角色，对角色有深入理解，当再次在临床

见习实习过程中遇上此类似情景时更有同理心，能真诚的

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有利于医患关系的建立。不过，在

实习过程中与病人沟通是否存在困难的问题上，大部分选

择了难度一般，23% 学生选择沟存在通困难，只有少数学

生选择沟通无困难。近年来，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被越来越

多的学者所倡导，然而在教学过程中仍存在着不少薄弱环

节，问题主要集中在：①医学人文教育重视度不够，师资

力量薄弱；②医学人文教育缺乏系统规范、有实践意义的

课程体系；③教学方法与评价考核方式单一，理论讲授枯

燥不易引起学生共情与思考。[2] 这表明，无论在课程安排、

案例选取、问题设定、授课呈现方式以及教师引导上都有

进步空间。

3.3 医学人文融入课程思政的 PBL 教学能建立医学生的

价值观

问卷调查第三部分说明，90% 的医学生毕业后准备继

续从医，大部分医学生从医的初衷是因为医生是一个崇高

的职业，愿意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而也有相当一部

分学生从医只是因为家里长辈安排，自己无从医志向。这

说明我们的案例中思政教育融入不够，仍有部分学生未建

立自己的价值观。PBL 教学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

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探索精神、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和

团队精神、培养学生的临床技能和临床思维等方面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已在国内被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校运用、推广。

将“医学人文教育融入医学专业 PBL 教学”作为帮助医学

人文发展走出困境的方法之一，理论上是具有“潜在机会”

的 [4-5]。作为教师仍需在 PBL 教学方法上继续总结研究，

提出更有效的问题，设计更合理的案例，并让学生有充分

的时间进行讨论，最后再做出恰当的饿思政引导。在儿科

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 PBL 教学方式，不仅仅培养儿科医生，

更是打造身心健康、善于沟通、能应对复杂就医环境的儿

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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