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www.shengwuyixue.com Progress in Modern Biomedicine Vol.15 NO.7 MAR.2015

doi: 10.13241/j.cnki.pmb.2015.07.037

LBL与 PBL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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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 LBL（Lecture-based Learning）结合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在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方法：以山

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2012级影像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学生随机分为两个教学班（A班与 B班）。A班（102人）采用 LBL教

学，B班（42人）采用 LBL结合 PBL教学。其中，B班在 PBL教学中分为 7个小组，每组 6人。课程结束后，两班采取相同试卷考

试，对考试总成绩及论述题成绩比较分析，采用 DREEM量表对教育环境进行评估。结果：B班论述题成绩显著高于 A班（P<0.
05），但两班总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REEM量表调查显示，B班学生的学习知觉、环境知觉、社交自我知觉、教育环

境评估得分显著高于 A班（P<0.05）；两班对教师的知觉、学术自我知觉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LBL结合 PBL教

学可有效改善生理学教学环境，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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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BL plus LBL Teaching Mode in Physiology
Teaching*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plus Lecture-based Learn-
ing (LBL) in physiology teaching. The imaging students of 2012 session in Fenyang College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tudied. Th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Class A and Class B). Class A (104) implemented LBL teaching, and class

B (42) implemented LBL plus PBL teaching, where, class B was divided into 7 groups in the PBL teaching (n=6). After the end of the

course, tests scores and essay scores were analyzed,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was assessed by DREEM table of two classes.

The essay scores of class B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lass A (P<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the total
scores in two classes (P>0.05). The scores of students perception,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social self-perception and educational envi-

ronment assessment in class B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lass A (P<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the per-

ception to teachers' scores and academic self-perception scores in two classes (P>0.05). LBL plus PBL could effectively im-

prove the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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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我国医学教育大多仍采用传统的 LBL（Lec-
ture-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即教师集中授课，学生被动听

课。实践证明，LBL教学具有系统性强、利于教师对课堂教学的

组织和节约教学资源等优点，但却不利于学生自学能力、解决

问题能力的培养。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LBL教学模式越发难

以适应医学教育的需要[1]。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

是以问题为中心，通过学生小组合作来解决问题的一种教育模

式。该教学模式对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综合素质培养

非常有效。因此，PBL教学模式在欧美医学院校得到广泛开展

[2]。国内有部分医学院校探索性的开展了 PBL教学，但由于受

到体制、经费、教学资源等条件的制约，难以广泛开展[3]。因此，

将 LBL与 PBL教学结合达到优势互补，可能是我国教学改革

的有效途径之一。为此，我们在生理学教学中采用 LBL与 PBL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期探索适合我国医学教学改革的新教学

模式。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山西医科大学医学汾阳学院 2012级影像专业本科生为

研究对象，学生按成绩段随机分为两个独立的教学班（A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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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班），两班入学前后成绩无明显差异，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A班（102人）采用 LBL教学，B 班（42人）采用 LBL结合
PBL教学。其中，B班在 PBL教学中分为 7个小组（尽量按宿

舍分组），每组 6人。两班教学所选用的教师、教学大纲相同，教

材均为高等学校国家规划教材。

1.2.1 LBL教学的实施 A班实施 LBL教学，即教师课堂集

中讲授，学生听讲。

1.2.2 LBL结合 PBL教学的实施[4-7] LBL结合 PBL教学模式
的设置充分考虑了生理学学科特点及大二学生医学基础课程

开设的实际情况。其实施步骤为：（1）每章节开课前先由教师

提出本章节的案例（问题），并要求各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回

案例的整理报告。案例由教研室教师集体讨论确定，尽可能体

现理论与临床实际结合。学生在完成案例报告中，教师给予必

要的指导，如案例报告的撰写、信息的获取（通过教材、课堂、图

书馆及网络资源）等。（2）案例提出后，用约 3/4左右的教学时

数实施 LBL教学。LBL教学紧密围绕本章节的重点和难点问

题开展，对易理解的内容采用快速串讲或要求学生自学的形式

完成，以节约教学时间。（3）LBL教学结束后，收回各小组的案

例报告。在开展 PBL教学前教师需对收回的案例报告分析、梳

理。用约 1/4左右的教学时数实施 PBL教学。小组选 1名学生

在课堂作案例分析汇报，汇报时间约为 10~15分钟，汇报过程

中学生均可提出问题，汇报小组的学生可做解答。案例汇报结

束后，教师做最后精炼点评，引导学生更深入的掌握基础知识，

提高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1.3 效果评价
1.3.1 考试成绩 课程结束后，两班采取相同试卷考试，对考

试总成绩及论述题成绩（占总成绩的 20%）做比较分析。
1.3.2 教育环境评估[8] 课程结束后，将 DREEM量表分发给两

班学生无记名填写。该量表包含 50个项目，由 5个下位量表组

成：学习知觉（12项），对教师的知觉（11项），学术自我知觉（8

项），环境知觉（12 项）和社交自我知觉（7 项）；每项有 4级评

分：非常同意（4 分），同意(3分)，不同意（2分），非常不同意（1

分）。按 DREEM量表总分将教育环境评估分为 4个等级：0～

50分，存在严重问题；51~100分，问题较多；101~150分，较好；
151～ 200分，非常好。
1.4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均数± 标准差（x± s）表示，用 SPSS14.0 软件处

理数据，组间均数比较用 t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考试成绩
由表 1可见，B班论述题得分显著高于 A班（P<0.05），但

总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注：与 A班比较，*P<0.05。

Note: *P<0.05, vs class A.

表 1 两班生理学考试成绩（x± s）

Table 1 The test scores of physiology in two classes(x± s)

Classes (Teaching mode) n Total scores (100) Essay scores (20)

Class A (LBL) 102 72.4± 8.4 10.3± 3.1

Class B (LBL + PBL) 42 75.9± 5.7 13.5± 2.5*

2.2 教育环境评估
DREEM量表共发放 144份，收回有效填写量表 144份。

DREEM量表调查结果（表 2）显示，B班学生的学习知觉、环境

知觉、社交自我知觉、教育环境评估得分显著高于 A班（P<0.

05）；但两班对教师的知觉、学术自我知觉得分无统计学差异

（P>0.05）。

注：与 A班比较，*P<0.05。

Note: *P<0.05, vs class A.

表 2 两班 DREEM量表得分（x± s）

Table 2 The scores of DREEM in two classes(x± s)

DREEM Class A (LBL) Class B (LBL+PBL)

Perceptual learning (48) 31.2± 5.3 42.4± 4.1*

Perception to teachers (44) 34.4± 3.6 34.2± 6.8

Academic self-perception (32) 22.6± 4.1 23.3± 4.7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48) 33.4± 4.5 42.2± 3.5*

Social self-perception (28) 18.8± 6.4 26.3± 5.9*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200) 152.4± 9.1 182.6± 12.6*

3 讨论

生理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学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

遍感觉其知识抽象、难以理解。我国目前医学教学多采用 LBL

模式，教师习惯 "满堂灌 "，学生被动听讲、记笔记。LBL教学模

式具有传授信息量大、系统性强等优点，但其又有重知识传授，

轻素质培养的缺点。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LBL教学模式越发

难以适应现代医学教育的需求[1]。PBL教学模式是由美国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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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学教授 Barrows首创的一种教学方法。该教学模式主张以学

生为中心代替以教师为中心，以小组讨论代替班级授课，通过

解决问题达到学习的目的[9]。与 LBL教学模式相比，PBL教学

更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包括学生的自学能力，解决问题能力

等。国内有医学院校对 PBL教学做了大量研究，研究结果多持

肯定态度[8,10]。但由于受到传统习惯、思维方式、教育资源、现实

环境等因素的制约，PBL教学难以在国内普遍开展。近年来，国

外部分医学院采用 PBL教学与其它教学法结合的教育模式，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0]。为此，我们在生理学教学中探索性的开

展 LBL结合 PBL的教学模式，并对其教育效果进行评估。

研究结果显示，LBL结合 PBL教学对学生考试总成绩的

提升没有明显效果。我们推测，LBL教学时数减少，影响到学生

对概念的理解和对知识系统性把握可能是其中的主要原因[11]。

但论述题成绩的明显提高则显现出该教学模式的潜力。由此说

明，现行的考试模式在评价这种教学模式上是有缺陷的。

DREEM 量表评分结果表明，LBL 结合 PBL教学对学生的自

学、社交能力的提升有明显帮助。可见，LBL结合 PBL教学模

式与 LBL教学模式相比，更有助于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及综合素质的提升。PBL教学中主体地位的互换，造成了学生

对教师的知觉评分不高。LBL教学时数的减少，学生对自身获

取的知识缺乏自信，导致其学术自我知觉评分偏低[12]。但教育

环境评估得分的明显升高提示，这种教学模式得到学生的普遍

认可。

本研究中也发现一些问题，主要出现在 PBL教学中。首

先，部分教师对 PBL教学内涵的理解不足，角色定位不好。有

个别教师指导、总结欠缺，也有个别教师指导过头。其次，教学

体系及教学效果评价体系尚与新教学模式不相适应。学生对不

同课程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有诸多不适应之处，现行的考核体

系难以准确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再者，学生长期形成的固定

学习模式短期内难以适应 PBL教学模式[13]。部分学生不愿公开

发言，表现出对 LBL教学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些问题都可能会

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总之，我们初步研究认为，LBL结合 PBL教学模式可有效

改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效果，该教学模式值得进一步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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