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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系列PBL教学模式在甲亢教学中应用。方法：融合多学科甲亢相关知识，

形成3个经典的系列教学案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16名规培研究生平均分为两组进行甲亢的系列PBL
教学，教学前后进行理论考核、学习能力量表(学生自评)和综合能力量表评价表(教师评价)，比较教学

前后规培医师临床综合学习能力的变化，并对本次教学的课程和病例进行满意度调查。结果：(1) 教学

前后，规培医师的理论成绩、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临床问题能力均明显提高(P < 0.05)；(2) 规培医师临

床思维能力和分享所学能力亦有所提高(P < 0.05)。(3) 有62.5%的规培医师对本次课程表示非常满意，

43.75%的规培医师对案例表示非常满意，但有一名规培医师对本次PBL课程及案例均不满意。结论：基

础与临床相结合的系列PBL教学方法教学目的明确，各阶段能力培养重点突出，可有效提高规培医师的

主动学习能力，值得在内分泌科规培中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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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a series of PBL teaching mode combining basic and clinical 
teaching in hyperthyroidism teaching. Method: Three classic series of teaching cases were formed 
by integrating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about hyperthyroidism. Sixteen graduate students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o carry out a 
series of PBL teaching of hyperthyroidism.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theoretical assessment, 
learning ability scale (self-evaluation of students)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scale evaluation 
form (evaluation of teachers) were carried out. The changes of clinical comprehensive learning 
ability of doctors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were compared,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courses and 
cases in this teaching was investigated. Results: (1) Before and after the teaching,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clinical problem-solving ability of regular training 
doctor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 < 0.05); (2) The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have also improved (P < 0.05). (3) 62.5% of the doctors are very sa-
tisfied with this course and 43.75%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case, but one doctor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is PBL course and the case. Conclusion: The series of PBL teaching methods, which combine 
basic and clinical teaching, have a clear teaching purpose, and the key points of ability training in 
each stage are prominen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ctive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regular 
training physicians.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regular training of 
endocrinolog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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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简称规培)是毕业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丰富医学毕业生理论知识，提高学

习能力、临床思维、合作和沟通技巧等多方面能力的重要阶段，使其尽快适应并进入临床工作状态，是

医学生成长为一名合格临床医师的必经之路[1]。内分泌疾病具有系统多样化、个体表现多样化、抽象难

懂的特点，因此临床教学工作开展存在很大难度。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最早由美国神经病学家 Barrows 教授提出，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多学

科整合的教学模式[2]，在临床教学中受到了广泛好评。但是传统的 PBL 教学模式，有些课程是偏重于基

础理论，有些课程则偏重于临床实践，无法将两者相结合；或是将基础与临床知识简单的混杂在一个病

案中，重点不突出。因此本次教学以“临床基础知识–诊断及鉴别诊断–预防及治疗”为主线，编写 3
个“甲亢”相关的案例，结合传统的 PBL“提出问题–建立假设–收集资料–论证假设–总结”教学模

式，探索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系列案例 PBL 教学法在内分泌临床教学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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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7 年 1 月~3 月在上海市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院内分泌科轮转的规培医师 16 人，其中男生 5
名，女生 11 名，平均年龄(25.4 ± 2.8)岁。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平均分为 2 组，每组 8 人。 

2.2. 方法 

2.2.1. 教案编写 
根据教学目的和大纲编写教案，结合内科、外科、检验、超声、影像、医学伦理等多学科相关知识，

形成三个经典案例，案例一涵盖内容主要包括甲状腺的组织解剖、生理、功能及调节、病理生理变化

等临床基础知识；案例二的内容着重甲亢诊断及鉴别诊断，如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征等

方面；案例三重点甲亢的为中西医结合防治。案例具有真实性、完整性、连贯性和逻辑性，明确划分

教学节点。 

2.2.2. 课程开展 
将 16 名规培医师随机分为 2 个讨论组，每组 8 人，通过组内讨论选出小组长和记录员，同时每组分

配一名指导老师。第一次课程中，教师会将 PBL 教学案例发给各小组，每次课程之前一周，引导教师

会在课程中引导讨论相关的预习问题，以开发规培医师发散思维，形成对临床病例的初步印象。课后

各小组成员通过教材、书籍以及网络等方式查阅相关资料，并通过小组会、微信等方式小组内讨论汇

总，反思自学过程中遇到的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于下次课堂中以 PPT 形式进行成果汇报。在汇报结束

后，本组其他成员可进行相应补充，另一小组成员及教师提出问题或质疑，由该组成员负责作出相应

解答。如小组成员学习的相关知识偏离原课程设计内容，则由引导教师负责将学生“引回正途”。最

后一次课程为总结课程，各小组将每节讨论课中学习的甲亢相关知识进行总结，整理为一个针对教案

病例的详细分析结果，再由引导教师及指导老师进行最后的总结、评估，以完成对教案病例完整的分

析过程。 

2.2.3. 考评方法 
(1) 理论考核：从题库抽题，教学前后各进行一次笔试考核，满分各 100 分； 
(2) 通过问卷的方式进行学生自评，包括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助能力、解决临床问题能力、医患沟

通能力四个方面，由低到高记为 1~5 分； 
(3) 以问卷方式进行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脑力震荡(25 分)、搜寻数据解决问题能力(15 分)、分享所学

(15 分)、互动及沟通技巧(20 分)； 
(4) 学生对 PBL 课程和案例的满意程度评价，分值 ≥ 80 分为“非常满意”，60~79 分为“一般满意”，

< 60 分为“不满意”。 

3. 统计方法 

通过 SPSS 24.0 版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 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

用配对样本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1. 教学前后学生笔试考核成绩比较 

与教学前相比，经系列 PBL 案例教学后笔试考核成绩较教学前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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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students’ written test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 x s± ) 
表 1. 教学前后学生笔试考核成绩比较( x s± ) 

考核 教学前 教学后 t P 

成绩 69.63 ± 7.69 83.00 ± 6.08 −6.007 0.000 

3.2. 教学前后学生学习能力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PBL 教学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解决临床问题能力较教学前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团队协作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教学前后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详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scale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 x s± ) 
表 2. 教学前后学生学习能力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x s± ) 

反馈内容 教学前 教学后 t P 

自主学习能力 3.37 ± 0.72 4.19 ± 0.66 2.93 0.010 

团队协助能力 3.12 ± 0.18 3.63 ± 0.20 1.94 0.072 

解决临床问题能力 3.37 ± 0.62 4.25 ± 0.58 3.96 0.010 

医患沟通能力 3.31 ± 0.20 3.81 ± 0.16 1.73 0.104 

3.3. 教学前后教师对学生综合能力评价 

从教师角度看，本次 PBL 教学明显提高了规培研究生的思维能力(脑力震荡)和参与分享能力，教学

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是搜寻数据解决问题能力和互动、沟通能力，教学前后未见明显

统计学差异(详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of teacher’s assessment scale of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 x s± ) 
表 3. 教学前后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评价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x s± ) 

反馈内容 教学前 教学后 t P 

脑力震荡 20.92 ± 2.23 23.08 ± 1.38 2.86 0.015 

搜寻数据解决问题能力 14.16 ± 1.11 14.00 ± 0.74 −0.48 0.638 

分享所学 12.67 ± 0.71 14.56 ± 0.53 17 0.000 

互动及沟通技巧 16.33 ± 3.00 17.22 ± 0.36 0.83 0.431 

3.4. 学生对 PBL 教学课程及案例的满意程度 

有 62.5%的规培医师对本次课程表示非常满意，43.75%的规培医师对案例表示非常满意，但有一名

规培医师表示不满意(详见表 4)。 
 

Table 4. Students’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with PBL teaching courses and cases 
表 4. 学生对于 PBL 教学课程及案例的满意度评价 

评价程度 PBL 课程(%) PBL 案例(%) 

非常满意(≥ 80 分) 10 (62.50%) 7 (43.75%) 

一般满意(60 分~79 分) 5 (31.25%) 8 (50.00%) 

不满意(< 60 分) 1 (6.25%) 1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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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规培是培养一名合格医师的必要途径，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培训体系，我国

起步相对较晚，最早在上海试点，近来逐渐推广并积累了不少经验[3] [4]。内分泌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和专

业性很强的学科，知识涵盖量广，部分内容逻辑性强而又十分抽象，学生在学习和理解上有不少困难，

这给临床教学增添了很多困难。PBL 教学模式为内分泌教学打开新思路，实现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的转

变，诸多 PBL 教学的开展也为内分泌疾病的教学积累了宝贵经验[5] [6]。 
PBL 教学模式下，学生角色由传统的被灌输者向独立自主的学习者进行转变，实现了从“知识传授”

向“能力培养”教育理念的转变[7]。而分小组进行讨论学习的方式可以轻松氛围，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学

生因学习模式转变带来的不适感。本次基础和临床相结合的系列 PBL 教学方法打破了学科界限，整合教

学内容，为学生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提供完整的知识链。通过本次教学，规培医师对甲亢相关知识有了更

全面、深刻的掌握，教学前后笔试成绩差异明显(P < 0.01)。规培医师们在进入临床工作前已经具备了较

为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是缺乏临床思维和经验，本次 PBL 教学采用了经典的“提出问题–建立假设–收

集资料–论证假设–总结”教学模式，循循引导，使学生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愿

意分享所得，同伴意识增强，能形成一定的临床思维，提高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同时，病案编写时化

整为零，编写成 3 个经典案例，环环相扣，各阶段教学重点突出，培养方向明确，打破了原本单个案例

知识混杂、教学重点不突出的局限，分阶段培养临床所需各种能力，因此获得了较高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但是本次教学实践中有诸多问题。首先，其课程在规划、备课、开展及总结过程中，均需要多个科

室同时合作进行，耗费的人力较大，准备时间较长。其次，本次教学案例是由教师提供，学生未能参与

病例收集，缺少与患者的直接沟通。最后，随课程时间的延长，学生为课程付出精力太多，加之学生自

身临床、课业任务重，难以长时间坚持，使得满意度下降，甚至出现了对课程和病案不满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次系列案例 PBL 教学各阶段培养目的明确，能力培养重点突出，能够提高学生对疾病

认识的系统性、整体性，形成良好的临床思维和学习习惯，增强团队协作和交流能力。但是内分泌的系

统繁复，案例选择、教案编写、实际课程的安排均存在一定的难度，PBL 教学工作的探索任重道远。 

课题 

探索基础与临床知识相结合系列案例的 PBL 教学模式——以甲状腺疾病为例(上海中医药大学校级

第十五期课程建设 SHUTCMKCJSYB201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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