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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 PBL 教学模式在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 2019 年至 2021 年我院接收的 150 例护理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教学模式不同将其分为实验组（PBL 教学模式）和对照组（传统教学模式），每组各 75 例，比较两组护理学生的学习情

况。结果：实验组护理学生的学习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护理学生的学习情况，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存在差异（P＜0.05）。结论：使用 PBL 教

学模式在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护理学教学中的效果较为理想，学生的学习情况较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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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可以影响到全身各器官的一种内分泌代谢疾病，它和

眼睛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导致患者出现白内障、青光眼以及视网

膜病变等，在这之中，患者最容易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

它也被称为是糖尿病眼病不可逆盲的一种严重并发症[1]。在护理教

学中，怎样让护理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中的常

见病因、临床表现、诊断以及护理措施等，是本研究探讨的重点。

为了找寻有效的教学模式，本研究选择 150 例护理学生，探究 PBL

教学模式在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 2019 年至 2021 年我院接收的 150 例护理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教学模式不同将其分为实验组（PBL 教学模式）和对照组（传

统教学模式），每组各 75 例。实验组中男 15 例，女 60 例；年龄 20-23

岁，均值为（21.14±0.81）岁。对照组中男 12 例，女 63 例；年龄

21-23 岁，均值为（21.72±0.75）岁。全部护理学生的一般资料比

较无明显差异（P＞0.05），可进行对比。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依据 DR 护理学国家规划教材制定教学大纲，编写本年

度的教学任务，与此同时，使用幻灯片多媒体传统教学模式来完成

教学。 

1.2.2 实验组 

实验组使用 PBL 教学模式，内容为：（1）教师培训：在实施

PBL 教学模式时，教师是其中的关键部分，教师要正确的认识自己

的角色，是指导认知学习技巧的教练，是课堂的主导。因此要转变

教师的观念，对教师进行培训。（2）设置一些和学科相关，但是超

出课本知识点的题目，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3）完善教案：教师

需对自己的教案进行一个完善，是否遵循 DR 护理学大纲要求，其

教学计划是怎样的？怎样进行安排以及怎样运行。（4）设置组长：

在学生中，对其进行分组，并从中选出一名组长，由组长汇报本组

的学习情况，教师向组长布置任务并分配到组员中。（5）将 DR 与

PBL 教学模式相结合，可以将其分为两个课时，一个课时 45 分钟。

学生在老师提出的问题下，小组内进行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老

师应该从中作引导，深化讨论问题。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分析两组护理学生的学习情况，内容包括是否掌握了以

下几方面：DR 课程、查阅资料的能力、自身主观能动性、自学能

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 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以（%）进行计数

统计，x2 检验，P＜0.05 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护理学生的学习情况比较 

由表 1 数据可知，实验组护理学生的学习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

护理学生的学习情况，组间比较有较大的差别（P＜0.05）。 

表 1 两组护理学生的学习情况比较[n(%)] 

组别 DR 课程 查阅资料的能力 自身主观能动性 自学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实验组（n=75） 68（90.67） 70（93.33） 69（92.00） 72（96.00） 66（88.00） 

对照组（n=75） 58（77.33） 59（78.67） 57（76.00） 60（80.00） 55（73.33） 

x2 6.538 8.925 9.524 12.121 6.899 

P 0.011 0.003 0.002 0.000 0.009 

3.讨论 

PBL 教学模式是一种开放自由的教学模式，小班式的学习能够

让所有学生展示自己，互相学习[2]。它能够让要学的知识活起来，

不是传统教学那种只注重理论的教学，学生学起来也比较轻松。传

统的教学模式存在一个学得快、忘得快的特点，而 PBL 就不会出现

这样的现象，虽然它的学习过程缓慢，但是效果却是比较理想的[3]。

并且它还能够扩宽学习的范围，因为一个病例一般包含了多个学科

的知识，所以通过一个病例的学习还可以学习到课本外的其它知识
[4]。通过 PBL 教学，学生在思考问题上就会存在多种角度，会出现

许多较为新颖的想法，也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发展性思维的形成。如

果有学生出现了知识点学习困难的现象，进行 PBL 教学能够有效的

处理这些问题，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

护理学生的学习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护理学生的学习情况，组间比

较有较大的差别（P＜0.05）；由此可得，在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护

理学教学中使用 PBL 教学模式的确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综上所述，使用 PBL 教学模式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护理学教学

中能够改善学生的学习情况，完善了护理教育体系，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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