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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即基于问题的学习，是指把学习设置于复

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通过让学生以小组合

作的形式共同解决复杂的、实际的或真实性问题，来

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培养解决问题、
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的能力[1]。 PBL 教学法起源于

医学教育，目前我国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医学

课程的应用[2]。PBL 在心理学课程中的应用研究还

不多，主要集中在医学心理学和护理心理学[3-4]。针

对这一现状，我们尝试将此教学法运用到医学院校

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人格心理学课程中，探讨该教学

法是否适合应用在心理学课程，是否能真正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小组合作能力。
1 教学模式的实施

1.1 对象 选择本校 2008 级应用心理学专业的

43 名学生为对象，将 43 名学生分为 6 个学习小组，

每组 7~8 人。
1.2 方法 整个 PBL 教学共 2 个教案，每个教案分

3 次完成。
1.2.1 PBL 导学 教师向学生介绍 PBL 的概念、
特点、实施程序等，并将学生分组，每组 7~8 人，共

6 组。选取“古典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人格障碍”
两部分作为 PBL 教学内容，向学生呈现案例，并提

出了“多重人格障碍的原因是什么？”，“治疗方法有

哪些？效果如何？”等问题，同时鼓励学生自己提出

问题。教师将案例和问题于课前 1 周发给学生。各

组同学围绕案例和问题到图书馆和互联网上查询

有关资料，获取问题的答案。
1.2.2 小组讨论阶段 通过 1 周的自主学习后，教

师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并鼓励学生自己提出更

多的问题供大家讨论。同时在各小组的问题讨论过

程中将讨论引向深入的后续问题，期间小组教师参

与各小组的讨论并提供一定的引导。
1.2.3 各组同学总结汇报 汇报不足之处，由教师

补充，最后由教师对 PBL 的教学内容做强调和总

结。同时要求学生反思自己在 PBL 学习过程中的收

获。课程结束后，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共 7 个题目，

让被试者自我评定。共发放 43 份，回收 43 份，回收

率为 100%。
2 调查结果

见表 1。
2.1 学生对该门课程兴趣、态度的变化 调查结果

显示，53.49%的学生认为 PBL 教学使他们对课程的

兴趣有了非常大或比较大的变化，可以看出 PBL 教

学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对

PBL 教学法的满意程度调查中，有 67.44%的学生认

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
2.2 学生对 PBL 教学效果的评价 81.4%的学生

认为在该课程学习后收获非常大或比较大，另有

18.6%的学生认为收获一般。这表明，PBL 教学法在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还保证学生有较多的

收获。
2.3 学生对小组学习中自我表现的评价 在解决

问题时，69.76%的学生收集了较多的相关资料，

27.9%的学生认为自己收集的资料一般，只有 1 人

收集资料较少。这说明，大部分学生为了解决问题

查阅了较多文献，这一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信息

搜索和阅读专业文献的能力。在小组讨论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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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应用 PBL 教学法后学生学习兴趣、态度、效果调查结果 人次（%）

调查项 非常多/好 比较多/好 一般 有点 没有

对这门课程兴趣的变化大小 2 （ 4.65） 21 （48.84） 15 （34.88） 3 （6.98） 2 （4.65）

对课程教学方法的满意程度 5 （11.63） 24 （55.81） 14 （32.56） 0 （0.00） 0 （0.00）

在课程的教与学的过程中的收获大小 8 （18.60） 27 （62.79） 8 （18.60） 0 （0.00） 0 （0.00）

在解决问题时，收集资料的多少 6 （13.95） 24 （55.81） 12 （27.91） 1 （2.33） 0 （0.00）

在小组讨论中，发言多少 8 （18.60） 15 （34.88） 18 （41.86） 2 （4.65） 0 （0.00）

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小组的讨论多少 23 （53.49） 10 （23.26） 8 （18.60） 2 （4.65） 0 （0.00）

在小组讨论时，对小组其他成员的满意度 8 （18.60） 28 （65.12） 5 （11.63） 2 （4.65） 0 （0.00）

有 53.48%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发言非常多或比较多，

41.86%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发言一般。这表明，PBL
教学为学生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但是还有 50%的同学认为

自己的表现一般，其实他们愿意表达自己，但由于

性格、时间等原因没能有较多的表现机会。
2.4 学生对小组及其他成员表现的评价 结果显

示，有 76.75%的学生认为小组成员之间的讨论非常

多或比较多。这说明，PBL 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合作

学习的机会，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相互协作能力。
83.72%的学生对小组其他成员比较或非常满意，

16.28%的学生满意程度较低，这说明在小组合作学

习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的个性差异或组织分工有问

题等原因可能会产生一些人际冲突，从这个角度看

PBL 学习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3 讨论

3.1 PBL 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

生的知识面 在 PBL 教学过程中，学生由自己的兴

趣出发，发现问题同时了解到自身知识的欠缺，通

过与同学相互讨论，以及对各种资料的查找等方

式，逐渐解决所发现的问题，以满足自身对知识的

需求。这个过程更能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拓宽了学生的知识

面，使他们学会如何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
3.2 PBL 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献阅读能力，促

进对知识的理解 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过程，促使

学生自己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并且要对文献资料

进行整理分析来寻求问题的答案，这一过程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文献阅读能力，也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

掌握。因此，在 PBL 学习中，教师应通过多种途径加

强对学生文献阅读方法的指导，否则势必会影响教

学效果。
3.3 PBL 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能力，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PBL 教学法强调小组合作学

习，要求学生在小组合作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一教学过程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与他人合作的机

会，培养了学生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加强了团队意

识，同时在不断提高其组织沟通能力的同时，使其

综合素质也不断得到提升[5-7]。
总之，将 PBL 教学法应用于人格心理学课程

中，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参与性，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自主学

习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所以，笔者认为无论在

哪一个学科领域里使用 PBL 教学法，只要对其进行

合理的应用，就能得到所期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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