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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教学法结合微课教学法在眼科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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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医科大学 1. 附属第三医院眼科；2. 科技部；3. 研究生院，辽宁 锦州 121000)

[摘　要]	 目的：探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结合微课教学法在眼科学课

堂中的应用。方法：将锦州医科大学眼科实习课的60名学生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与对照

组。实验组采用PBL教学法结合微课教学法，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比较两种教学方法的

教学效果。结果：实验组学生成绩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PBL结合微课

教学法应用于眼科学生的临床实践，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创造性思维、综合分析和团队合作

能力；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提高理论知识评估和临床操作考核成果并取得满意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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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combined with micro-teaching method 

in ophthalmology class. Methods: Sixty students of the ophthalmology internship course of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o compare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the two teaching methods. Results: Th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PBL combined with micro-teaching method can be applied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ophthalmology students, which improves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creative thinking,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teamwork ability. Besides, it also mobilizes learning enthusiasm, improves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improves theoretical knowledge assessment and clinical operation assessment results, leading to satisfactory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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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学是一门精致的学科，在临床的体征中

可以发现全身性疾病的线索，同样地，在全身性疾

病中也有眼部的表现。因此，要求眼科学生必须

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灵活的临床思维。传统临

床实践的教学模式以教学医生为中心，都是从教师

如何去教这个角度来进行阐述，而忽视了学生如何

学这个问题。本课题的创新之处在于PBL结合微课

教学法作为眼科学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PBL是基

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与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

的教学法有很大不同，PBL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习

为主，而不是传统教学中的以教师讲授为主。“微

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教育

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精

彩教与学活动全过程。“微课”既有别于传统单一

资源类型的教学课例、教学课件、教学设计、教学

反思等教学资源，又是在其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

的一种新型教学资源。两者结合的教学法能够激发

学生对眼科学习的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培

养创新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并能够通

过新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们增加对眼科学习的兴趣、

提高学习效率、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分析问题

的能力、加深对疾病的记忆和理解。该教学模式的

进一步推广，更能促进眼科学教学的飞跃性发展，

现将本课题获得的良好效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8年9月至11月锦州医科大学眼科临床

实习生的6 0名学生。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

组(30例)与对照组(30例)。其中，实验组男13例，

女17例，年龄(25.3±2.1)岁；对照组男14例，女16
例，年龄(25.5±1.9)岁。在4周的实习期间，比较

两组的性别和年龄的一般数据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实验组采用 P B L 结合微课教学方法： 1 ) 教师

明确教学目的与要求。根据教学大纲的要点，难

点和临床操作技能要求，教师从3个阶段进行教学

设计：输入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总结问题。

要求学生们做好课前预习、查阅资料、自主整理

提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2 )学生分组。微课教

学活动设计的所有阶段都必须遵循在学习过程中

尽 可 能 多 地 吸 引 学 生 的 基 本 原 则 。 每 5 人 组 成 一

组。讨论时，小组讨论时间一般为 3 ~ 5  m i n 。 3 )
教师总结。教师将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和答案回

答问题，并进一步解释关键和难点问题。4 )临床

见习。掌握理论知识后，与学员一起，与教师一

起指导学生的临床操作技能。如验光操作、检眼

镜和裂隙灯的使用等。同时，进一步辅导学生临

床操作中的问题，结合理论和临床实践，提高学

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和临床诊疗思路。5 )各小组归

纳总结。该小组对微课程的视频进行了整理和分

类，并反复观看，以提高教学质量。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

1.3  效果评价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评估结果基于以下原则：

理 论 知 识 评 估 分 数 ( 满 分 为 6 0 分 ) 和 临 床 技 能 评

估分数 ( 满分为 4 0 分 ) ，总分为 1 0 0 分。问卷调查

满 意 度 ： 授 课 形 式 满 意 率 ；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满 意

率 ； 分 析 问 题 能 力 满 意 率 ； 临 床 操 作 技 能 满 意

率 ； 临 床 思 维 能 力 满 意 率 ； 理 论 知 识 掌 握 程 度

满 意 率 ； 学 习 效 率 和 时 间 利 用 率 满 意 率 。 满 分

( 1 0分)，满意( 8分以上)，一般( 6分以上)，不满

意(不足6分)。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采

用 t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

数资料以例数(%)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均

数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考核成绩对比

实习1 2周后，实验组学生的理论知识考核成

绩、临床操作考核成绩以及总成绩，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问卷调查结果对比

实验组学生评价授课形式满意率、自主学习

能力满意率、分析问题能力满意率、临床操作技

能满意率、临床思维能力满意率、理论知识掌握

程度满意率、学习效率和时间利用率满意率满意

度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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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眼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视觉器官疾病发生、

发 展 和 预 防 的 专 业 学 科 。 眼 科 的 范 围 包 括 生 理

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学、免疫学、遗传

学以及眼睛和显微外科技术的各种特殊检查。眼

科学是临床医学的必修课程，也是临床医学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医学实习课程是理论课堂学习和临床学习之

间的桥梁，在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培养学

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提高教学效率均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PBL结合微课的教学模式[1]培养出的学

生在现实工作中能灵活的运用所学的知识，达到

了教学的最佳效果和最终目的 [ 2 ]。在教学中，教

师只有转变教学观念和管理方法，大胆进行教学

改革，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灵活的临床思维才

能够不断提高临床教学质量，使教学工作充满活

力，学生能够自主学习，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眼科

教学服务[3]。

“微课”的四大共性特征为[4]：1)教学时间较

短。教学视频是微课的核心组成内容。“微课”

的时长一般为 5 ~ 8  m i n ，最长不宜超过 1 0  m i n ； 
2 ) 教 学 内 容 较 少 。 相 对 于 较 宽 泛 的 传 统 课 堂 ，

“微课”的问题聚集，主题突出，更适合教师的

需要。3 )资源容量较小。“微课”视频及配套辅

助资源的总容量一般在几十兆左右，师生可流畅

地在线观摩课例，查看教案、课件等辅助资源；

也可灵活方便地将其下载保存到终端设备(如笔记

本电脑、手机、MP4等)上实现移动学习；4)资源

组成/结构/构成“情景化”，资源使用方便。PBL

表2 两组问卷调查满意率情况对比表(n=30)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satisfaction rate by two questionnaires between two groups (n=30)

组别
授课形式/

[例(%)]

自主学习能

力/[例(%)]

分析问题能

力/[例(%)]

临床操作技

能/[例(%)]

临床思维能

力/[例(%)]

理论知识掌握

程度满意率

学习效率和时间

利用率满意率

实验组 22 (73.33) 23 (76.67) 24 (80.00) 26 (86.67) 23 (76.67) 22 (73.33) 25 (83.33)

对照组 12 (40.00) 11 (33.33) 13 (43.33) 15 (50.00) 12 (40.00) 13 (43.33) 14 (46.67)

χ2 5.498 8.213 7.051 7.702 6.857 4.389 7.326

P 0.019 0.004 0.008 0.006 0.009 0.036 0.007

实验组问卷调查满意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表1 两组知识技能考核成绩对比表(n=30)

Table 1 Comparison of knowledge and skill assessment results between two groups (n=30) 

组别 理论 临床 总分

实验组 53.50±4.62 47.20±3.66 88.62±7.54

对照组 35.15±3.19 27.07±2.56 73.52±7.62

t 5.851 10.833 7.715

P <0.001 <0.001 <0.001

实验组的理论成绩和临床操作考核成绩均优于对照组。

The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perform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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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为导向 [5-6]，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发挥教

师的主导地位。PBL教学法是跨学科的学习方式，

可以促进学生不断地思考，学生为解决问题需要

查阅课外资料，归纳、整理所学的知识与技能，

有利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精神。自主学习能够使

学生全面、准确地掌握知识点达到预期的教学效

果[7-8]。陈国栋等[9]联合应用PBL和模拟患者教学方

法在医学生的交际教学中，更有利于医学生在实

践中学习医患沟通，实验结果表明：两组问卷的

满意度、实验组的满意度、理论知识记忆的满意

度、学习效率的满意度、分析问题能力满意率、

临床操作能力满意度、临床思维能力满意度均优

于传统教学模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理论

知识评估和临床技能操作评估方面，实验组与对

照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微课与PBL教学模式相结合[10]，在绩效

评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微课程[11-12]是一种新型

的教学资源，也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微

课程结合PBL的教学模式，达到学习和教学应用的

目的，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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