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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教学法在成教班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应用体会

吕会茹 李姣锋 崔颜宏 王娜丽 郭晋祥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00)

摘要：生物化学是一门“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医学基础课程，利用成人继续教育学生具备一定的临床经验的优势，将 PBL 教学

法应用于成人继续教育乡医班生物化学教学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对教师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传统教学法相比，PBL 教学能够达到学生学与教师教的相互促进，提高了教学效果,符合新

形势下教学改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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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chemistry is a preclinical medicine course, which is not easy to teach for teachers nor easy to learn for students.
Thus, utilizing the adult continuing education students's superiority of having a certain clinical experience, application of PBL Teaching
Mode in biochemistry teaching in adult education has a wide range of benefits, such as greatly stimulating the interest and initiative
among students, developing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also improving teacher's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this way, teachers and students promote progress in each other, the teaching effects are enhanced, and PBL teaching mode meets the
demand for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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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作为医学生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主要从分子水

平来研究生物体的基本组成，结构与功能，物质代谢与调节等

等。医学成人教育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

提高在职卫生技术人员理论基础和业务水平的重要任务。生物

化学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现象，

怎样针对不同章节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化错综复杂为浅显易

懂，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以提高教学效果，

是每一位生物化学教师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是由

美国的神经病学教授 Barrows 在加拿大 McMaster 大学医学院

首先创立的[1]。与传统的教学方法不同，它的核心内容是以病例

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导向进行启发

式教育，其特点是打破学科界限，围绕问题编制综合课程，以培

养学生的自主性、创新能力、获取知识及解决问题能力为教学

目标。PBL 教学法也不同于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法，PBL 教学

法包含“5E”教学模式（engage, explain, explore, elaborate and ev-
aluate），4 至 7 天为一个学习周期，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学生

学习问题和解决问题，期间要求每个学生利用相关知识来处理

问题；第二阶段，要求学生利用他们的知识和资源协同解决复

杂的争议性问题，并促进问题的解决[2]。目前，PBL 教学法在世

界上许多大学广泛流行，尤其在北美和西欧，PBL 教学法已经

作为一个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而应用于医学和其他学科

中[3-5]。有观点认为，将 PBL 教学法深入教育原理中对成人教学

有一定的成效，并能够促进学科的完整性[2]。以此为契机，根据

新形势下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的需要，结合学校和学生实际情

况，在我校成教班生物化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选择 PBL 教学

法进行尝试和探索，以观察其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有何利弊。

1 PBL 教学法应用于成教班生化教学是可实施的

生物化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由于其理论的抽

象性、内容的繁杂性，以及新理论、新技术的快速更新和广泛应

用，使多数学生都认为生化很难学习，导致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忽视了生化课程的重要性，最终成为临床课程学习的绊脚石。
种种现象迫使生化课程必须进行改革，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PBL 教学法强调的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

生为主体，摒弃了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主体“满堂灌”的现象。我

校成人继续教育乡医班（简称成教班）的学生主要是乡村医生

的再教育，与在校学生不同，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临床经验，为

PBL 教学法提供了可实施性。同时，通过 PBL 教学，可使学生

充分认识到基础课程与临床实践的紧密联系，并提高学生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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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应用于临床实践的能力。

2 结合成教班学生实际，实施 PBL 进行教学

2.1 对象的选择

在我校 2009 级两个成教乡医班级中随机选择一个班级开

展 PBL 教学，另外一个班级采用传统式教学。学生均为县、乡
镇卫生院临床医生，学历多数为中专，个别为大专，具备一定的

临床经验。
2.2 教学内容的选择

由于生物化学课程内容较多，课时有限，全部章节实施

PBL 教学有一定难度。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选择三大物质代谢

开展 PBL 教学，其目的使学生充分认识到三大物质代谢的重

要性，以及与临床疾病的发生、发展的紧密联系。
2.3 病例设计

病例设计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点。在教学过程中，

结合选择的内容，在不同章节选择临床常见的病例，例如，在讲

述“糖代谢”时选择高血糖、低血糖和糖尿病等病例，“酮体的生

成和利用”选择妊娠呕吐不能进食的病例，在“氨的代谢”这一

节内容中，选择临床上常见的肝性脑病病例。经过与临床医生

的探讨和研究，查阅文献和临床资料，设计出具有一定代表性

和典型性的病例。病例的主要内容包括病人的性别、年龄、主要

病史、症状、体格检查、化验结果等方面。
2.4 问题设计

问题是 PBL 教学模式中学生学习的关键点所在。问题的

设计应体现以下特征[6]：①问题必须能引出所学内容，并体现出

本学科的重点、难点内容；②问题要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动机；③问题解决后能提供反馈；④问题设计能够涉及多

学科的复杂情景；⑤问题的提出应体现“临床 - 基础 - 临床”的
学习方法和思路，让学生领悟医学的整体性、学科交叉性、融合

性。
2.5 课下分配

提前一周将病例和问题分发给学生，要求学生通过课本、
图书馆、网络等不同的资源途径查阅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病例

和问题解决，充分发挥每一位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2.6 课堂讨论

首先，教师进行简单的病例介绍和问题强调后，学生进行

自由分组结合，每 10 人一组，进行分组讨论，时间 45 分钟，并

要求每组专人做好讨论记录；其次，每组选出代表进行发言分

析，时间 20-30 分钟；第三，教师针对学生的发言情况指出错误

和疑难点，也可提出新的问题；第四，根据讨论情况可再次进行

小组分析讨论和发言。讨论过程中，教师要巡回指导，保证每个

学生都积极参与学习讨论，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后，

利用 10 分钟时间教师要进行总结，将带有共性的问题进行讲

解，同时强调重点和难点，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所学内容与临床

实践的紧密联系。
2.7 课后总结

课后要求学生以书面形式回答病例中的问题，并总结本次

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疑点及解决办法。通过总结，再次巩固

所学知识。同时，教师也要根据学生讨论的情况进行总结，记录

学生在讨论过程中的普遍问题，根据学生的反馈查找自身不

足，及时作出修改和调整，以达到教学相长之目的。

3 PBL 教学效果的评价

评价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①学生是否积极的查阅相

关资料；②学生在讨论前是否准备充分；③学生分组讨论过程

中是否积极发言；④讨论结束后是否总结出本节内容的重点和

难点；⑤通过闭卷考试观察学生的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是否得到了提高。
结果表明，采取 PBL 教学的成教班比传统教学班级的学

生积极性高，发言过程积极而热烈，解决了不少临床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考试平均成绩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班级，学生学习知

识和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4 思考和体会

4.1 PBL 教学法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传统教学法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学习的过程，已经不

能适应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需要，生物化学这门课程复杂、
抽象、难理解等特点决定了传统教学法往往不能收到良好的教

学效果，反而产生了学生丧失兴趣，学习效果差等问题。我校成

教乡医班学生既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又有一定的自学能力，通

过 PBL 教学，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正确的

学习方法和高效的思维方法，带着问题进行学习，极大地提高

了学习兴趣和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同时也促进了自学；通过查

阅资料，拓展了知识面，在发挥主动性的基础上充分的理解了

知识点，把握了重点，加强了记忆。但由于有些学生的自学能力

有限，以及与 PBL 教学配套的环境如查阅资料等，还不尽人

意，使得 PBL 教学并不能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
4.2 PBL 教学法提高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PBL 教学强调以问题为基础，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发

展学生综合思考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4,7]，

通过病例讨论，将基础知识应用于临床，以达到基础理论联系

临床实际。与开展传统教学法的班级相比，PBL 教学法通过讨

论，学生不仅应用生化基础知识解决了临床实践中的具体问

题，同时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做到了举一反

三，很多与生化有关的临床问题迎刃而解。学生也消除了“生化

难学、生化难懂”的困惑。
4.3 PBL 教学法对教师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要求教师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精心的选择。要选择

适合开展 PBL 教学、又能使 PBL 教学过程顺利进行，就要求教

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生物化学专业基础知识，准确把握学生的知

识水平和学习能力，还要有广泛的相关学科知识及一定的临床

经验。PBL 教学模式的效果如何与病例的选择和引导性问题的

提出直接相关[8]。同时，由于学生大多数在乡镇卫生院工作，有

些比较典型的病例在临床上见到的次数较少，制约了教师对病

例的选择，要求教师在实施 PBL 教学前对学生的临床工作进

行初步的了解，便于选择适合该学生群体的病例。
其次，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仅满足于书本知识，学

生感觉枯燥无味，教师积极性也不高。PBL 教学的过程对教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必须转变教学角色，要从传统教

学“讲台上的演讲者”转变为 PBL 教学“旁边的指导者”，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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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知识源泉和教学过程的调节者[9]。也是教

师自我学习和提高业务水平的过程，是一个有效的教学途径[10]。
第三，教师理念的创新。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提出，教学改革已成为必然，教师

理念的转变和创新作为一个关键点，生物化学教师也应该不断

的探索、思考和研究，掌握一套适合本学科特点和学生实际的

教学方法，提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11]。PBL 教学使

教师充分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在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同时，

教师综合业务素质也得到了提高，达到了学生学与教师教的相

互促进。
总之，P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相比，能够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主动性，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理论联系实践

的能力，同时教师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提高。随着教学环境的不

断改善，资源共享日趋明显，教师和学生整体素质的逐渐提高，

PBL 教学法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和优化应用。在教学改革的新形

势下，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生物化学的学习中既学

的轻松，又学到真正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有所提高，

是我们每一位教师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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