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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联合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
在脊柱外科实习生临床带教中的应用

闫铭 李苇航 丁子毅 王栋 石全 张世磊

【摘要】 目的 探讨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联合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

（case⁃based learning，CBL）在脊柱外科医学生带教中的教学意义及优势。方法 选取2021年3月至2021
年9月在我院脊柱外科实习的53名2017级本科生，随机将其分为传统教学组（简称传统组，28例）和教

学方法联合组（简称联合组，25例）进行实习带教，其中传统组男15人，女13人，年龄为（22.04±0.58）岁。

联合组男13人，女12人，年龄为（22.36±0.64）岁。实习结束后通过出科考核的方式对学生理论知识及临

床实践能力进行考核。同时派发问卷调查，评价老师教学水平及对课程设计满意情况。结果 联合组

理论知识及临床实践能力均优于传统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从学生反馈来看，

联合组学生对老师教学形式及课程设计的满意度更高。结论 教学方法的组合更有利于调动学生主观

能动性及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从而更好地掌握脊柱外科专业知识及临床

技能，提高本科生及规培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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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implications and advantage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combined with case ⁃ based learning (CBL) in the teaching of medical students in spine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53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the class of 2017 who practiced in spine surgery at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Sept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traditional group, 28 cases) and a combined teaching method group (combined group, 25 cases) for
internship teaching, with 15 males and 13 females in the traditional group, aged (22.04±0.58) years. There were
13 males and 12 females in the combined group, with an age of (22.36±0.64) years. After the internship, the
studen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were assessed by the way of out ⁃ of ⁃ class
examination. Questionnaires were also distributed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level of the teachers an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iculum design.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of the
combined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traditiona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feedback, the students in the combined
group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teachers teaching format and course design.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is more conducive to mobilizing students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active learning,
cultivating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ing learning efficiency. This leads to better mastery of spinal surgery
expertise and clinical skills, and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for undergraduate and train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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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外科是骨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疾病具有

专业性强、病种多、查体复杂、解剖结构复杂等特点，

增加了学习的困难程度，具有较难形成学习兴趣的

特点。既往“灌输式”教学方式难以使实习医生对复

杂的脊柱解剖结构及临床知识点进行深入了解，尤

其是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结合困难。改变学习方

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增加学生在

学习过程的成就感和参与感就显得尤为重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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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临床教学方式，应用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

散性思维，调动学生积极性及学习兴趣［2］。同时在

一定知识储备后，利用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
based learning，CBL）使学生自主接触真实的临床病

例，自主进行问诊、查体及辅助检查的判断学习是脊

柱外科教学的重要改革方向［3］。因此，本研究结合

PBL与CBL，将该教学方式运用至我院脊柱外科临

床实习带教中，论证该教学方式的优势。

资料与方法

一、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提前与学生沟通此次教学活动研

究方法，征得学生同意，学生自愿参加；②完整参与

2周临床教学工作；③参与者为 2017级至我科实习

轮转的本科实习生。

排除标准：①实习期间无故旷课，迟到、早退超

过 2次，因故请假超过 2天者；②在校研究生、规培

生、进修生等；③其他年级实习生、见习生。

二、一般资料

选取2021年3月至2021年9月在我院脊柱外科

实习轮转的2017级本科实习生，共53人。按照医院

教学管理规定将其随机分为传统教学组（简称传统

组）和教学方法联合组（简称联合组）。其中传统组

28人，男15人，女13人。联合组25人，其中男13人，

女 12人。传统组年龄为（22.04±0.58）岁，联合组年

龄为（22.36±0.64）岁。两组学生年龄、性别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带教老师由各

医疗组组长统筹负责，各医疗组组长均为副主任医

师、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前期根据分组要求及相关

教学管理规定进行备课，设计教学、考核、评价标准。

三、教学方法

传统组教学方法采用小讲课、床旁带教的方

式。通过教学管理规定要求大纲安排教授进行统一

授课。授课后统一安排床旁示教学习，口头及示范

的方式讲解脊柱常见疾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

狭窄症、神经根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的问诊、查

体，并带学生至阅片灯旁讲解脊柱影像学阅片方法。

联合组教学以小组为单位，以一种脊柱常见疾

病为出发点，老师提前准备几个关键问题，同学对现

有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新的问题，对所有问题进

行汇总归纳后进行文献学习及相关知识点查阅，并

进行汇报总结。随后轮流安排同学进行床旁问诊、

查体、辅助检查以及影像阅片，其他同学对演示同学

进行评价、指错、提出相关问题，同学进行相关知识

点的纠错后，老师最终进行归纳总结，指出学生们存

在的问题及不足。

四、教学评价

考核评价方式为双向考核，即老师对学生进行

理论及实践技能考核，学生对老师及课程形式进行

评价，提出改进意见。

理论考核采取试卷的形式进行，满分 100分。

采用选择题加病例分析的方式考查学生理论知识掌

握情况及综合分析能力。其中选择题占40分，病例

分析题占60分。实践技能考核在标准化病人（stan⁃
dardized patients, SP）身上进行，出科前对两组同学

进行混合，随机顺序安排进行SP病人考核。SP病人

由我科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住院医师、主治医师通过

选取科室内的典型病例进行扮演。结合脊柱外科理

论知识的重点，实践考试包括病史采集、查体及阅片

能力三方面。其中病史采集占30分，查体占40分，

阅片能力占30分，该部分总分100分。最终将理论

知识和实践技能考核两部分总分进行汇总后除以

2得出最终出科考核成绩。

考核结束后以派发问卷的形式让学生对授课教

授及课程设计进行评价打分，并提出改进意见。问

卷设计涵盖对教授的授课形式、是否有助于知识整

合、提高思维能力、提高与病人沟通及临床能力、调

动对脊柱外科学习兴趣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得出教师满意度及课程设计满意度评分。

五、统计学方法

分析数据运用 SPSS 23.0 软件（IBM 公司，美

国），对数据进行Shapiro⁃Wilk正态性检验。服从或

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

表示，两组间计量资料比较，若方差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方差不齐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

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联合组理论知识中的病例分析考核成绩高于传

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间选择

题成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组实

践技能考核的各个方面表现均优于传统组（P＜

0.05，表1）。
对两组学员的出科考核分科成绩及总成绩进行

汇总分析发现，在理论考核、实践考核及出科总分，

联合组各方表现均明显优于传统组（P＜0.05，表2）。
通过回收学生问卷发现，联合组学生对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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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更高，对课程的设计更加满意（P＜0.05，表2）。
讨 论

医学本科生实习及规培生轮转是重要的一个阶

段，在此阶段，学生对疾病的认识还处在课本中，缺

乏临床认知。既往单一老师授课的形式还是局限在

知识点的介绍，没有回归到疾病和病人本身。从以

往的教学方式来看，学生依旧欠缺独立处理临床问

题的能力及思维方式［4⁃5］。“灌输式”教学方式无法让

学生体会到作为学习主体所存在的意义，忽略了学

生的内在感受及主观能动作用，学生学习过程中难

以将碎片的知识进行归纳、整理，并将其转化成临床

知识。因此，为了加快实习生从学生到医生身份转

变，培养学生的临床能力和临床思维，采用教学方法

组合的方式，符合临床医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

践应用的过程，有利于医学教育改革［6⁃7］。

一、PBL及CBL教学方法

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老师引导为辅的全

新教学方式［8］。PBL教学方法初衷是用于挖掘学生

兴趣，把学生从应付功课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注重自

我探索的过程。主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在学生自

主获取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同时更深层次的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独立

解决问题、团队协作的能力。CBL是哈佛大学提出

的一种学习方法［3］，这种学习方式主要强调把学生

代入真实的场景去体验、学习，培养学生观察、判断

及操作能力，通过实践的方法让学生掌握知识体系，

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9］。该方法是以临床典型

病例为载体，以实习生及规培生为主导，老师引导学

生对相关病例进行讨论分析，引导学生进行病史采

集、病例汇报、查体及阅片。将书本知识转化成临床

实践能力，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学习来巩固理论知

识点，并强化临床专业技能。病例讨论形式有助于

学生将未完全掌握的知识点进行查缺补漏，并有助

于知识的融会贯通。

二、出科考核及指标分析

教学方法的组合明显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临

床实践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知识考核中，两组

选择题成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

与出题方向以及本科学习阶段基础知识掌握较扎实

有关。但从总体来看，联合组取得的成绩优于传统

组，这是将PBL教学优势与CBL教学优势相结合的

表现。PBL这种启发式教育方式，其优势主要体现

如下：①PBL有助于培养自主学习及独立思考的能

力。通过自主学习，对知识点进行融会贯通，独立思

考对新知识点进行梳理及汇报，将疾病与疾病之间

建立合理的逻辑框架，从而提高学习效率。②PBL
有助于锻炼小组之间协作能力。在提出问题后需要

进行分工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协同合作解决现有问

题及提出新的问题，利于同学之间共同进步［2，10］。同

时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及分工能力，通过缜密

的协调沟通将工作做到细致入微。③PBL有助于锻

炼学生解决综合问题的能力。学生自主思考并解决

问题的同时发现新的问题，组建自己的思维框架，培

养学生独立思考及创新的能力。而CBL教学法是

引导学生从书本走向床旁，切身体会一名脊柱外科

医师的病房临床工作［11］。学习成为一名脊柱外科医

师所需具备的基本临床技能。同时培养学生对待病

人人文关怀的能力。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老师提

醒、引导学生做出标准的临床操作规范，学生在老师

表1 两组学生出科考核分科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联合组

传统组

t值

P值

例数

25
28
-
-

理论知识考核

选择题

34.04±1.93
33.61±1.87

0.828
0.412

病例分析

53.88±1.99
50.86±2.34

5.042
＜0.001

实践技能考核

病史采集

25.96±1.95
23.39±1.83

4.944
＜0.001

查体

33.88±2.35
30.61±3.93

3.618
0.001

阅片能力

24.96±1.81
20.43±0.69

5.646
＜0.001

表2 两组学生出科考核总成绩和满意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联合组

传统组

t值

P值

例数

25
28
-
-

理论知识总分

87.92±2.02
84.46±3.14

4.696
＜0.001

实践考试总分

84.80±3.03
74.43±5.95

8.870
＜0.001

出科考试总分

86.36±1.96
79.45±3.15

9.445
＜0.001

教师满意度

9.16±0.85
8.25±0.75

4.136
＜0.001

课程设计满意度

4.80±0.41
4.25±0.59

3.92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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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下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发掘及总结，达到加深

记忆和提高实践能力的目的。

三、学生对教师及课程设计反馈评价

从学生对教师及课程设计反馈来看，教学方法

组合方式最大的优势在于两者均以学生为主体，老

师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团队协作，在充分巩固

基础知识的同时，将碎片化的理论知识进行整理归

纳，并通过临床实践应用于临床中。学生在学习时

发现问题，又反过来对基础知识及薄弱知识点进行

整理学习。启发式教育可以让学生充分享受到成功

的快乐与喜悦。学生的求知欲与进取心得到激发，

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得以培养，有助于提高学生收集

和处理信息、获取知识和更新知识的能力［12⁃13］，也正

因为学生和老师更深度的沟通交流以及更为丰富的

教学过程，提高了学生体验感，提高了学生对教师的

满意度，课程设计也更为合理。

四、考核过程中SP病人设计

为了减少病人反复查体造成病人病痛的考量及

体现对病人的人文关怀。结合我科实际情况，我们

对两组进行考核均采用 SP病人进行考核。考核中

SP病人由我院住院医师进行扮演，将病房真实病人

的病情、主观感受进行演绎。学员通过对SP病人的

询问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理论

及临床知识。考核结束后 SP病人将所发现的问题

同样进行汇报，也有助于促进共同学习［14］。

五、考核过程中教师需注意的问题

在教学方法组合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

几个问题：①老师需时刻提醒自己作为引导的身份，

学习过程以学生为中心。选取的病例需为典型的临

床病例，难度由易到难，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满

足学生的成就感。②PBL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

的发散性思维，不能以老师的意志完全控制学生思

维方向，可在适当时间进行引导，注意不能偏离讨论

方向过远。③床旁教学过程需强调人文关怀意识，

以同理心体会病人原本疾病的痛苦，注意尽量避免

增加病人病痛的相关体格检查，进行相关检查时需

与病人保持良好沟通并获得病人的知情同意，全过

程需注意保护病人隐私。④全过程老师需注意调动

每一位学生的积极性，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参与到

讨论及临床实践中去，老师需时刻提醒自己授课导

向的职责，确保教学活动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我科通过施行教学方法组合的方式，

真正让学生在理论学习和实践中体会到医学的快

乐，提高学习兴趣、锻炼自主学习能力的同时，提升

了专业技能、培养了团队协作能力。除此之外，在床

旁教学中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学生主观感觉自己不

再是被灌输，而是积极主动投入到学习和临床实践

中。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的过程，使得

学生的学习热情大大提高，学习积极性被明显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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