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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教学又称为问题导向式学习，它需要学生

发挥自主学习能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收获

知识。上学期部分 2006 级 7 年制同学在方剂学教

研室全体教师的带领下，开展了 PBL 教学活动。同

学们在这次教学活动中收获颇丰，现将教学活动的

基本情况和学习体会总结如下。
1 《方剂学》PBL 教学的基本方法

此次教学活动参加对象为部分中医学专业 7 年

制学生和方剂教研室全体教师，活动开展地点为学

校 PBL 教室。活动内容以病案形式开展，病案分成 3
幕，每幕各有重点，每次活动前给出 1 幕，循序渐

进。为使讨论顺利进行，学生在活动开始前进行了

充分准备：将学生分组，每组有 8~9 人。每组推选出

1 名学生组长和 1 名学生记录员。每组配有1 名负

责教师。讨论时，学生围成圆形就座，使每名学生都

能参与讨论，学生组长负责组织讨论，记录员负责

记录讨论内容，指导教师负责指引讨论。
2 《方剂学》PBL 的具体内容

此次 PBL 教学活动内容以病案形式开展，病案

分成 3 幕，每次活动前给出 1 幕。
2.1 第 1 幕 主要叙述某患者的病情，包括主诉和

病史等，语言描述非常接近生活，如同情景再现。讨

论开始后，教师要求学生阅读病案并从病案信息中

找出关键词，这一点有别于一般的病案讨论。学生

们通过小组讨论找出关键词“口眼 斜”。然后，教师

提出从中医和西医两方面分析口眼 斜，并将重点

放在中医分析上。这是因为此次 PBL 教学是在《方

剂学》中开展，应在中医方面更加深入研究。具体分

析思路见图 1。
此外，第 1 幕是一个结构不全的病案，缺少部

分四诊资料。学生要考虑并且提出进行辨证还需要

哪些四诊资料。教师给予学生充足的自学时间，同

学们通过上网查询资料和到图书馆查阅文献等多

种方式学习研究。
2.2 第 2 幕 提供了辨证所需的全部四诊资料，包

括口眼 斜的诱因、中西医体格检查、舌苔、脉象等。
教师提出按照表 2 的思路进行分析，见图 2。

2.3 第 3 幕 给出李医师对该病案的治疗方案（首

先让患者内服牵正散，在患者服用 2 付症状好转

后，给与患者补益肝肾的方剂）。教师要求学生用批

判性的思维分析李医师的方药。思考路线根据图3 依

序展开。
针对第 5 个问题，学生发散思维，灵活运用知

识，提出了针灸治疗、热敷、外用药、心理支持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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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诊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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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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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法，在李医师的经验基础上获得了提高。
3 《方剂学》PBL 的教学效果

3.1 激活知识 教学全程以口眼 斜为线索，围绕

关键词，激活学生已有的经络、脏象、气血津液、病
因病机、发病原理等中医知识和解剖、生理、病理等

西医知识。
3.2 整合知识 学生根据口眼 斜，将激活的已有

知识和查询资料所得新知识整合在一起，融会贯通。
3.3 活化知识 通过为证型匹配相应的治疗方剂，

活化学习过的方剂课程知识并且开拓思路，灵活运

用中医理论，提出新的治疗方法。
3.4 获得成就 学生通过 PBL 教学过程主要收获

一种面向临床问题的学习方法和中医学的线性思

维方式并且提高了综合能力。
4 学习体会

4.1 学习方法 从小学到大学，学生接受了多年

“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课堂往往是教师的

独角戏，学生在学习中形成了惰性，缺少自主学习

能力。而大学的课程需要学生更加自主学习，传统

的学习方法不能满足大学的学习需求。PBL 教学强

调“以学生为中心”，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状态，教师不直接给予指导，

由学生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获取知识、解决问

题。此次 PBL 教学帮助学生学会了“以问题为导向”
的自主学习方法。

4.2 思维方式 通过此次 PBL 教学，学生最大的收

获是初步建立了一种面向临床问题的中医学线性

思维方式，即“遇到患者—找出主症—围绕主症从

中医生理病理考虑—查找资料—归纳总结—鉴别

诊断—提出治疗方案—批判提高”。这是一个激活

知识，整合知识和收获知识的过程。
4.3 方剂理解 此次 PBL 教学帮助学生活化方剂

知识，加深了对方剂的理解和应用。首先，在方剂配

伍方面，学生针对病例所开药方，跳脱了书本的束

缚，丰富多彩，各具特点；其次，在方剂活用方面，学

生运用课堂上学习的方剂来治疗口眼 斜。例如，四

物汤是用于治疗内科杂病和妇科月经失调，闭经等

血虚血瘀病证的方剂。学生将它活化用于治疗血虚

血瘀导致的口眼 斜。龙胆泻肝汤是用于治疗头痛

目赤、口苦、耳聋耳鸣等肝胆实火病症的方剂，学生

活用其泻火排毒功效治疗温热火毒导致的口眼歪

斜。通过这种锻炼，学生真正理解了辨证用方的

含义。
4.4 综合能力 此次 PBL 教学培养了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自学能力，加强了学生

的自信心，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人际沟通技巧、医
学礼仪素养等综合能力。例如小组讨论时，学生积

极思考，畅所欲言，讲出自己的观点，有些同学克服

了怯场不敢发言的缺点，积极参与其中，学生间分

享知识信息，共同促进学习进步。
通过此次《方剂学》PBL 教学活动，学生最大的

收获是初步掌握了一种面向临床问题的学习方法，

初步建立了一种中医学的线性思维方式，PBL 帮助

学生将已学习的中医基础理论，如将中基、诊断、
《内经》等知识和生理、病理、解剖等西医知识串联

起来,促进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 PBL 教学方法，对于学生

的学习确有裨益，希望在临床课程的学习中可以适

当开展 PBL 教学，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收稿日期：2010-08-12）

图 3 方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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