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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 PBL 教学法联合皮肤镜影像技术在皮肤科教学中的效果。方法：研究人员在选择我院临床医学专业研究对象时，将 400

名作为总数，之后将 2019 级的 200 名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作为教改组，采取 PBL 教学法联合皮肤镜影像技术教学模式；将 2018 级的 200 名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作为对照组，采取传统教学模式，对两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观察两组学生各项教学评价情况。结果：试验组的各项教

学评价情况明显较优，P<0.05。结论：PBL 教学法联合皮肤镜影像技术在皮肤科教学中具有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PBL 教学法；皮肤镜影像技术；皮肤科；教学效果 

 

作为临床医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皮肤病学是诸多医学院学

生均需要修习的一门学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通过对教学大

纲与教学教材的内容进行解读发现，皮肤病学包括较多的内容，为

有效的确保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对皮肤病学的专业知识进行了解

与掌握，则需采取良好的措施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及临床思维能力进

行培养与提升，并使学生能够充分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内容相结合。

为有效的实现上述目标，则需要采取有效的教学模式[2]。过去诸多

医院院校的教师仅能够采取传统教学模式，在该种模式中，教师仅

能够采取“填鸭式”的方式为学生讲解教材内容，未能够为学生提

供较多的实践机会，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一般[3]。当前诸多医学院的

教师均开始积极采取 PBL 教学法联合皮肤镜影像技术的教学模式，

不仅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能力，同时能够使其更加有

效的掌握知识内容，进而当其进入实际的工作岗位后，能够将自身

所学知识运用至患者身上，使患者的病情获得良好的缓解甚至消除
[4]。本研究将进行以下的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人员在选择我院临床医学专业研究对象时，将 400 名作为

总数，之后将 2019 级的 200 名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作为教改组，将

2018 级的 200 名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作为对照组。在确定对照组与实

验试验组的男、女性学生数量比时，分别将 126:74、124:76 作为比

值，在确定两组的平均年龄时，将（21.2±0.3）岁、（21.5±1.3）

岁作为规定平均值。纳入标准：①均为临床医学专业学生；②教学

方案应当告知学生，以使其充分了解。排除标准：中途退出的学生。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传统教学模式，即由教师按照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

为学生单纯的讲解知识内容，之后分别在学期中与学期末对学生进

行问卷考试，回收后对学生的成绩进行统计。 

试验组接受 PBL 教学法联合皮肤镜影像技术教学模式，本研究

主要以银屑病为例，主要采取如下步骤进行教学：（1）问题设计：

①在进行正式授课前的一周，教师需要选取相应的典型临床病例，

之后将患者的临床表现、皮肤镜特征、基本情况制成教学案例，通

过网络平台将该教学案例发送给学生，使其进行课前预习，以便使

其提前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②教师需要对教学目的进行明确，之

后围绕目的为学生设置相应的“问题”，例如“由于银屑病与湿疹

存在较为相近的症状表现，如何按照实际的皮肤镜特征对两种疾病

进行鉴别诊断？”、“如何依据银屑病甲的皮肤镜特征对寻常型与脓

疱型银屑病进行准确的鉴别真诊断？”、“如何鉴别诊断玫瑰糠疹与

慢性湿疹的临床症状与皮肤镜特征？”等。在为学生发送教学案例

的同时，将上述问题一起发送给学生。（2）小组讨论：①将学生进

行分组，每组均为 5 人，并且需要在每组中选取 1 名组长，由组长

对小组成员的各自职责进行有效的分配，依据教师为其提供的病

例，由小组成员共同合作查找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对教师提出的问

题进行相应的分析讨论；②每小组成员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教师

需要加强巡视，并且在此过程中需要加强对个小组成员的引导，以

使其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学生的鼓励，以

使其能够积极提出新问题；③在小组内部成员讨论过后，教师还需

要组织各小组之间进行相互交流，汇报各自的讨论与研究结果，并

虚心接受其他小组成的建议与意见，从而能够更加全面的对培训知

识进行掌握。（3）结果汇报：①在小组内部及各小组间讨论过后，

由每小组安排一名代表进行发言，对本组针对问题形成的临床思路

与方案进行陈述，之后由其他组员对发言内容予以有效的补充。在

此过后教师需要对小组成员予以适当的启发与引导，以便能够使提

问的广度与深度更进一步的得到拓展，并带出相关临床知识；②教

师在为学生安排临床见习时，需要提前对银屑病患者实施具体临床

查体及皮肤镜实操，从而在为学生进行实践讲解时能够更好的将理

论与实际进行结合，使学生对临床问题及其相关知识的理解、应用

进一步的加深。（4）教师总结：在学期末由带教老师对所有小组成

员的理论掌握程度及技术操作的表现进行综合总结，之后对学生存

在的争论焦点问题、疑难问题、分歧点实施全面的分析解答，从而

能够纠正学生的观点，使其更加有效的掌握关于银屑病的知识；除

此之外，还需要为学生介绍当前关于银屑病研究的最新热点与前沿

热点问题。 

1.3 观察指标 

两组学生各项教学评价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导入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 )的

形式表示，计数资料以率（%）的形式表示，分别使用 t 与 x2 方式

进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两组学生各项教学评价比较 

试验组的各项教学评价情况明显较优，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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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学生各项教学评价比较[n（%）] 

组别 
该教学方法能

激起学习兴趣 

愿意继续接

受该教学方

法 

能帮助认识疾

病 
能加深记忆 

能加深师生间

交流 

能锻炼临床思

维能力 

能增加技能操

作能力 

对总体教学效

果满意 

对照组(n=200) 153(76.50) 148(74.00) 161(80.50) 162(81.00) 147(73.50) 15276.00) 143(71.50) 158(79.00) 

试验组(n=200) 196(98.00) 197(98.50) 198(99.00) 195(97.50) 196(98.00) 194(97.00) 195(97.50) 198(99.00) 

x2 41.553 50.614 37.204 28.376 49.123 37.765 51.613 40.85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讨论 

皮肤病学使临床医学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教师需要采取一种

有效的教学模式，以使学生能够对最基础的理论知识进行充分掌

握，并为其提供较多的实践机会，以提升其综合能力[5]。对于传统

教学模式而言，教师进采取填鸭式的讲解方式，即单纯由教师为学

生讲解理论知识，而较少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实践机会，在此种教学

模式中，学生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理论

知识，然而却未能够将其运用至实践中，导致其无法对知识进行深

层次的理解，并且一旦过去较长的时间后，其记忆中的理论知识内

容便会被遗忘，最终无法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6]。 

当前诸多医学院教师均开始积极采取 PBL 教学法联合皮肤镜

影像技术教学模式对学生实施教学。PBL 教学模式最早由法最早由

加拿大 McMaster 大学医学院提出并开始实施，之后由美国相关学

者对其进行进一步完善，当前受到国际关注。对于该中教学模式而

言，教师不仅带领学生对疾病本身的生物学过程进行研究分析，同

时也带领学生对疾病与社会群体、心理、环境、行为方式的联系、

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能够使学生不断的更新拓展理论知识，拥

有更佳的自觉性[7]。相比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在 PBL 教学模式中，

教师的主体地位被改变，转变成为引导者，将学生作为课堂中心，

通过采取小组讨论的方式，由学生对问题进行提出、解答与归纳，

通过设置相应的问题情境，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索与合作能力，从而

能够更好的自主解决问题，挖掘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皮肤镜又被

称之为皮表透光显微镜，具有与眼底镜、耳镜、胃镜、气管镜、腹

腔镜相类似的功能。经分析可知，皮肤镜集物理、光学的医学工程

技术及原理于一体，从而在皮肤镜的辅助下，能够对皮肤问题的表

象与深层次内容进行更加准确、客观地看待，从而能够更进一步的

了解皮肤问题[8]。同时医生通过皮肤镜能够对表皮下部、真皮乳头

层、真皮深层等部位的影像结构与特征进行清晰的观察，从而能够

更加有效的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判定，避免因受到单纯经验影响而出

现漏诊或误诊情况。在运用皮肤镜影像技术后，能够有效的促进皮

肤病的诊断准确率，对皮肤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作用。 

通过实践可知，采取 PBL 教学法联合皮肤镜影像技术教学模式

具有如下的优势：（1）能够对学生对皮肤镜技术在银屑病中的学习

兴趣与主观能动性进行有效的激发。皮肤镜是一种新型的辅助检查

与诊断方式，不会对患者形成任何创伤，能够对肉眼无法识别的形

态学特征进行清晰准确的观察。对于本研究而言，教师在课前能够

为学生设置关于银屑病的相关问题，列举实际病例，使学生在课前

进行相关资料的查找，可在较大程度上对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观能

动性予以激发，不仅能够有效的扩充学生关于银屑病的知识，同时

还能够使其进行积极主动地检索与问题延伸，通过小组讨论，有效

的活跃了课堂氛围充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9]。（2）能够对银屑病

的知识与诊疗原则更进一步的加深。银屑病包括诸多不同的类型，

且不同类型的疾病存在不同的临床表现，通过运用皮肤镜影像技

术，能够对诸多患者进行有效的确诊。通过采取 PBL 教学方式，将

学生置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对学生进行分组，使其进行小组内部讨

论与组间讨论，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对于复杂、抽象问题的理解力，

进一步的提升其对银屑病诊疗原则的掌握水平。（3）有效的提升学

生对皮肤镜影像技术的操作能力。在本研究中，教师能够为学生选

取真实的病例，在进行见习的过程中，教师能够使学生亲自对病例

进行观察，收集其病史，并进行临床查体及皮肤镜的实践操作，同

时还能够加强对学生的鼓励，使其全面分析理论知识与皮肤镜技

术，从而能够对临床实际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10]。（4）提升理论知

识与临床应用的联系能力。银屑病的类型较多，对于部分疾病而言，

由于其存在典型的特征，学生可通过患者的实际临床症状表现便可

对其进行确诊；然而对于一些非典型的病例，则需要利用皮肤镜影

像技术的检查结果结合相应的理论知识进行确诊。对于本研究采取

的联合教学模式而言，教师能够要求学生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将基

础知识与影像学检查结果进行充分结合，对问题进行解答，从而有

效的提升其理论知识与临床应用的联系能力。依据研究结果可知，

试验组的各项教学评价情况明显较优，提示联合教学模式具有较高

的效用。 

综上，PBL 教学法联合皮肤镜影像技术在皮肤科教学中具有良

好的效果，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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