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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教学模式在留学生眼科临床教学的应用

刘志平，沙翔垠，邹湖涌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广州 510260)

[摘　要]	 目的：探讨基于问题式教学法( p ro b l e m - ba s e d  l ea r n i ng，P B L)联合基于案例教学法(c a s e - ba s e d 

learning，CBL)的模式在留学生眼科学教学中的效果。方法：将教学对象分为两组，其中传统教学

组30人，联合教学组35人。传统教学组采用传统授课方法，联合教学组采用PBL联合CBL的教学方

法。对其效果进行评估，评估指标包括发言次数、临床思维能力、学习兴趣、教学质量评分、教

学满意度、理论分数、病例分析分数等。结果：与传统教学组相比，联合教学组学生在各项评估

指标上均明显优于传统教学组，且各项指标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PBL与CBL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能有效提高眼科学教学质量，值得在临床教学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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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and case-based learning teaching (CBL) 

teaching approaches in the ophthalmology teaching of foreign students.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30 students)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35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tudents were 

taught via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e PBL and CBL teaching approaches were appli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n, the number of statements,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learning interest, teaching quality scores, teaching 

satisfaction, theoretical scores, and case analysis scores were assessed in thes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assessm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P<0.05). Conclusion: 

The PBL and CBL teaching approach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ophthalmology of foreign 

students. It is worth to popularize this method in clin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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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教学对于临床眼科医师来说，是一个

充满挑战的课题。如何对传统教学进行改革，在

有限的教学课时内开展适合留学生特点、适应现

代眼科发展的教学实践，已成为眼科教师需要思

考的问题[1]。

从 2 0 1 0 年 起 ， 广 州 医 科 大 学 开 始 招 收 全 英

医 学 留 学 生 ， 去 年 9 月 份 起 全 英 留 学 生 已 经 进 入

眼科学理论学习与临床见习。传统教学模式使学

生 被 动 地 接 受 知 识 ， 不 利 于 临 床 思 维 的 培 养 ，

直接影响了眼科教学的效果。因此，为提高眼科

教学质量，推动教学模式改革，使学习由被动转

为 主 动 ， 我 们 采 用 联 合 教 学 法 ， 从 临 床 实 际 出

发，选择最为常见的疾病进行以基于问题教学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与案例教学法(case-
based learning，CBL)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将其与

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对比，效果显著。现将其总

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广州医科大学2010级留学生65人，按照随机

数字表法进行分组，35人采用PBL+CBL相结合的

教学模式；30人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1.2  方法

试验组应用 P B L 与 C B L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1 ) 设 计 问 题 与 相 关 案 例 ： 在 课 堂 开 始 前 的 1 个 星

期，将相关内容告知学生，让其提前查找资料，

预习相关的内容。2)创建学习小组：创建5人的学

习小组，自由成立，围绕选择的病案和设计的问

题，进行以问题为基础的病例讨论式教学。最后

由带教教师归纳总结，并布置课后与对照组相同

内容的作业。3 )讨论、指导和改进：根据大纲的

要求，对所提供的案例进行较为系统的讨论，使

学生能够充分掌握该疾病诊断和治疗等。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式。

1.3  教学评估

1.3.1 教学评价

主要评价学生的主动发言比例、临床思维能

力、学习兴趣、质量评分与教学满意度等。所有

评价均采用评价量表。

1.3.2  授课效果考核

全面考查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分析问题的

能 力 。 考 试 方 式 为 笔 试 ， 时 间 为 1  h 。 题 目 设 计

为：专业基础知识65%，案例分析35%。考试结束

后，统一由2名资深的眼科医师进行评阅。

1.4  统计学处理

将 两 组 学 生 的 理 论 及 实 习 考 核 成 绩 进 行 比

较，使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两组之间性别差

异比较采用χ 2检验，其余均采用两组独立样本 t检

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留学生的特征比较

对照组和试验组之间留学生的男女比例、年

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两种授课效果综合评估结果

结合留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我们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对两组学生的课堂表

现进行了综合评估。具体包括主动发言比例、临

床思维能力评分、学生学习兴趣的体现、教学质

量评分、教学满意度等。通过分析，发现试验组

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表2)。

2.3  两组学生最终学习成绩评估

通过 P B L 与 C B L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学生的

理 论 成 绩 和 病 例 分 析 成 绩 均 得 到 了 较 大 幅 度 的

提 高 ( 表 3 ) 。 试 验 组 留 学 生 总 分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

其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8 5 . 4 ± 3 . 4  v s .  7 2 . 1 ± 3 . 6 ；

表1 两组一般特征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groups of foreign students

组别
性别

年龄
男 女

对照组 16 14 21.5±0.5

试验组 17 18 21.6±0.5

χ2/t 0.15 –2.45

P >0.05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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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657，P=0.010)；试验组留学生的理论题成绩

为46.0±1.6，对照组则为40.5±1.8，两组相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t=–3.956，P=0.017)；在病例分

析题方面，试验组体现了该教学模式的优势，其

分值显著高于对照组的分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9.4±1.8 vs. 31.6±2.0；t=–5.021，P=0.007)。

表2 两组授课效果综合评估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 the two groups 

组别 主动发言比例/%) 临床思维能力 学习兴趣 质量评分 教学满意度

对照组 40±15 2.3±0.5 2.1±0.3 73.5±4.5 3.1±0.4

试验组 85±10 3.9±0.8 4.5±0.4 87.3±4.9 4.9±0.6

t –4.323 –2.938 –8.314 –3.593 –4.323

P 0.012 0.042 0.001 0.023 0.012

表3 两组期末考试理论及病例分析成绩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scores of final examinations and case analysi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总分 理论题 病例分析题

对照组 72.1±3.6 40.5±1.8 31.6±2.0

试验组 85.4±3.4 46.0±1.6 39.4±1.8

t –4.657 –3.956 –5.021

P 0.010 0.017 0.007

3  讨论

PBL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由教师引导，学

生通过多种途径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获取知识，已

成为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创新性医学教学方法 [2-3]。

而CB L教学法则强调以临床案例为主，模拟临床

工作程序，帮助学生实现从“疾病到症状的教科

书思维模式”转变为“症状到疾病的临床思维模

式”，从根本上提高解决临床问题的实际能力。

PBL联合CBL教学能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实

践操作能力，强化教学过程中的学生参与和师生

互动，将眼科的解剖生理等基础知识点贯穿于临

床病例，加强理论联系实践。

通过联合教学模式，教师以临床病例的形式

提出问题，教学过程中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通过临床病例讨论和分析来巩固理论知识并

锻炼临床实践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独立学习及

终身学习的能力，激发其开放式探究、批判性思

维能力的潜能，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另一方面，

由于CBL教学需要在教师引导下、以学生为主体面

对同一临床命题，共同寻求解决思路和方案，因

此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同时也为提高教

师的综合素质提供了平台[4]。

当然， P B L 与 C B L 教学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课程容量小，学生可能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而忽略了学习目标本身；要求学生自己

摸索，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本就繁重的就业

压 力 下 ， 可 能 会 加 重 学 生 的 负 担 ； 对 指 导 教 师

提出了新的挑战，教师不但要具有高水平的专业

知识、专业技能和丰富的临床交叉学科的相关知

识，还需具备较强的知识综合能力和组织领导能

力，而目前师资力量匮乏[5]。

我 校 接 收 的 全 英 留 学 生 大 多 来 自 于 印 度 、

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由于社

会、文化、教育背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留学生

更为自信、独立、活跃。但是他们敢于提出自己

的意见，不唯书，思维具有较好的批判性。基于

此，应用PBL与CBL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更能适应目

前留学生的教学需要[6]。

联合教学模式对当前教师的授课水平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首先，理念的转变是必不可少的。

完成从“授人以鱼”的授课者角色转变为“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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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渔”的引导者角色，是必经的过程。一个优秀

的临床教师，必须具备分析临床案例、解决临床

问题的良好能力，能够引导学生进行临床思维的

相关训练。他们不仅要掌握本专业的教学内容，

还应有较宽的知识面、较强的英语功底、良好的

组织技能。另外，教师还要在实践不断完善新型

教学模式的教案编写、教学及考核评估体系等[7]。

我们通过采用PBL与CBL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在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增加对学习的兴趣和满

意 度 与 提 高 临 床 授 课 效 果 等 方 面 具 有 较 大 优 越

性，不仅培养了留学生多角度的临床思维能力，

提高了他们创新思维、表达和人际交流能力、团

队精神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

掌握了终身学习和独立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都

是当今高素质医学人才所必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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