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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评价以问题为基础学习(PBL)教学法在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远程教育中结直肠肿瘤临床培训中

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在参与培训的学生100人，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人。观察组采用PBL
案例教学 + 远程线上模式教学；对照组采用传统LBL + 远程线上模式教学。培训结束后对两组学员进

行教学满意度调查，并进行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考核及病例分析考核。结果：观察组学员专业基础理论知

识考核成绩及病例分析考核成绩均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学员学习兴趣、学习效率、临床适应性

总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结论：PBL教学法可提高结直肠肿瘤远程线上医学教育培训的教学满

意度和教学质量，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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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clinical 
training of colorectal tumor in distance educ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iod. Methods: A total of 100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training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50 in each.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PBL case teaching + distance online teaching;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raditional LBL + 
distance online teaching. After the training,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surveyed on 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the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assessment and case analysis assessment were 
conducted. Results: The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assessment and case analysis assess-
ment (P < 0.05).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clinical adaptabil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BL teaching method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teaching quality of 
colorectal tumor remote online med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obtain better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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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起至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呈现了多次病毒突变，席卷全球。这除了危害人

类健康之外，还给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等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很大影响。随着病毒的广泛传播，因为疫

情防控的需求，广大学生的复课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使得当下医学教育工作主要以线上远程教学为主。

医学教育(medical education)作为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医药卫生人才的教育活动，其中临床教

育多年以来，学习主要以“课堂面授加实践操作训练”的方式进行。在疫情期间，“停课不停教，停课

不停学”，但无论面授，还是实践操作训练都变得尤为困难。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课，如何让

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更好地利用远程教学手段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传统的讲授

教学法(lecture based learning, LBL)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效果不理想[1]。而能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案例教学模式不同，这是由带教

老师提供典型案例，学生提出问题，并通过自主学习回答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 
为满足当下医学教学工作的需要，本教研室尝试在远程医疗教学使用 PBL 教学法用于结直肠肿瘤的

临床教学，并分析了其教学效果。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普外教研室轮转的 2019 级五年制临床专业学生 100 人，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人。观察组采用 PBL 案例教学 + 远程线上模式教学；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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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传统 LBL + 远程线上模式教学。两组学生年龄和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2.2. 研究过程 

由具有丰富消化道肿瘤诊断、治疗、教学经验的医师承担临床教学任务。所有教师均拥有主治及以

上职称。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外科学(第 9 版)》作为主教材进行教学。课堂教学时长 90 分钟，分上

下两小节，每节 45 分钟。教学周期为 1 个月。 

2.2.1. 观察组 
采用 PBL 案例结合线上教学模式，带教老师向学生提供结直肠肿瘤病例，并提出该疾病的相关诊断

和治疗问题，学生通过自主查阅资料(如文献及教材等)获取相关的知识，随后学生分成 5 个小组(每组 5
人)进行。具体步骤如下：① 确定病例，根据教学目的和目标，选择科室结直肠病例。② 分析病例，各

组针对其特点提出相应病因、流行病学、临床表现、诊断、治疗以及鉴别诊断等的相关问题，并将其进

行总结和分类。③ 查阅文献、教材、诊疗指南、专家解读等资料回到之前问题。④ 组间讨论，各组内

统一意见后派出一个代表发言，提出确定诊断、并提出诊疗方案。组间进行充分对本组和其他组方案发

表意见。带教老师汇总各自问题并提出相关意见，期间以问题为基础，结合临床实践讲解与病例相关的

结直肠肿瘤知识。⑤ 总结：讨论结束后，由各组代表分别总结该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及目前最佳的

治疗方案以及注意事项，最后由带教老师总结知识点，并点评各小组的总结。 

2.2.2. 对照组 
采用传统 LBL 教学模式进行远程线上授课，根据教学大纲，按照课本章节及教学目的制作 PPT 幻灯

片进行常规内容讲解，结合结直肠肿瘤案例，进行系统性讲解，对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由

教师进行合并汇总并给予解答，最后教师对教学重点内容进行概括总结。 

2.3. 观察指标 

① 主观评价：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主观教学效果评估，分别以学习兴趣、学习效率、临床适应

性三方面进行评价，选项分为满意、一般、不满意。课后发放网络调查问卷，以不记名的形式进行评价。

② 理论知识及病例分析：各组学生完成教学任务后，根据考试大纲和命题要求，采用网络试卷进行教学

效果的评价。理论知识和病例分析各占 50%，计算成绩，进行诊断和治疗知识的评估。 

2.4. 统计分析 

将问卷信息及测试成绩导出，进行录入整理，运用 SPSS24.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均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教学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学生们较对照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主动性提高从而带来更高的学习效率，学习后自我感

觉能更好的适应临床工作。观察组更多的同学满意 PBL 教学法，教学效果评价高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

(P < 0.05)，详见表 1。 

3.2. 案例考核成绩比较 

教学结束后对两组学生进行线上测试。观察组学生理论知识水平及病例分析能力整体高于对照组，

达到优秀的同学更多，两组间成绩对比有显著差异(P < 0.05)，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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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teaching satisfaction 
表 1. 教学满意度比较 

组别 
学习兴趣 学习效率 临床适应性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观察组(n = 50) 40 9 1 42 8 1 38 11 1 

对照组(n = 50) 30 17 3 28 17 5 27 17 6 

P 值 <0.05 <0.05 <0.05 

 
Table 2. Comparison of examination results 
表 2. 考核成绩比较 

组别 
理论知识 病例分析 

优秀 良好 及格 优秀 良好 及格 

观察组(n = 50) 28 18 4 31 14 5 

对照组(n = 50) 17 23 10 22 20 8 

P 值 <0.05 <0.05 

4. 讨论 

4.1. 新冠疫情下临床教学的困境 

自 COVID-19 新冠疫情出现以来，面对疫情的此起彼伏，“面对面”的教学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

各大医学院校积极开展了远程教学，将传统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完全搬到了线上，远程教学成为

了疫情期间教学的“主战场”。虽然远程教学具有如下优势[2]：学习途径便捷化、教学管理自动化、学

习行为自主化、资源利用最大化、学习形式交互化、自我评估常态化。但远程教学也有其不足方面[3]：
受网络情况的限制；教师不面对学生，无法获得及时反馈；对学生的约束较弱[4]。且对于临床教学强调

的师生交流环节上，受限于网络技术远程教学往往无法达到充分交流沟通。 

4.2. PBL 教学法较传统 LBL 教学法优势 

按照传统的 LBL 是以课堂讲授为主体，这种授课方法存在一些弊端。①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动力和持续学习能力。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缺乏主观能动性。而在当下，

肿瘤治疗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医学工作者需要不断的对知识进行更新和完善。这就需要较强的自主学

习动力和持续学习能力。② 理论和临床实际应用脱离。LBL 是单纯的将结直肠肿瘤的诊断、检查及治疗

灌输给学生死记硬背，无法将知识灵活应用于临床。而临床的每一个病人都有其独特性，脱离临床将使

这些知识无用武之地。③ 缺乏整体临床思维的培养。由于授课老师多为某一专科医师，教学过程中难免

有专业的局限性，不符合当下肿瘤治疗的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特点。学生被动接收信息，临床思维受限，

未来分析和治疗疾病难免收到影响。故而 LBL 虽然是目前医学教学的主要方式，但已经不适应当下线上

远程教学模式。 
PBL 教学法最早由加拿大 McMaster 大学的 Barrows 学者提出，近年来已应用于医学教育并已逐步得

到业界学者的认可。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学生自学与导师指导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这是由带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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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提供典型案例，学生提出问题，并通过多种途径自主学习、回答问题，从而掌握相关知识[5]-[10]。全

面、系统的掌握理论知识，并将其学以致用、触类旁通，一直是医学教育的终究目标。PBL 教学法据此

提出了可行的学习路径：① 带着问题提前预习，不同于以往盲目的照章通读，通过多途径寻找问题答案

的过程中，学习热情高涨，提高了学员的主管能动性。② 课时分组讨论。以病例为线索，将专业基础知

识、临床案例分析、检查结果判读三者结为一体。而且在学习过程中让学员充分体会到团队在医疗治疗

过程中的作用，培养其团队协作精神。③ 课后回顾。该环节将助于培养学员的概括总结、融会贯通的学

习能力。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穿针引线，充分调动同学积极性，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将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能力，有利于学生整体临床思维的培养，对未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提供帮助。 

4.3. 总结 

本次研究中，我们尝试将 PBL 教学法引入结直肠肿瘤本科生培训教学中，结果显示：运用 PBL 教学

法进行培训的观察组学员，其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考核成绩及病例分析考核成绩均优于对照组(P < 0.05)。
观察组学员对教学过程中理论知识、学习效率和临床适应性总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P < 0.05)。这就说明

在 COVID-19 疫情防控期间，通过 PBL 教学法联合远程教学模式可以充分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

观能动性，避免远程教学中弊端。能够加强临床实践与理论教学的统一，这不仅与现代医学教育理念具

有一致性，而且能够满足当下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工作。让身处各地的同学们仍然可以充分掌握新的医

学知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通过这种教学，可以促使学生综合、全面地理解结直肠肿瘤的相关知识，个体化、规范化的诊治患

者，反过来必然会促进肿瘤学教学的发展。能够弥补当下线上远程医学教学的不足。由此可见，将 PBL
教学法应用于结直肠肿瘤远程线上医学教育培训，能提高教学质量及教学满意度，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更受学员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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