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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教学·
PBL 结合案例教学法在病理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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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问题为基础（Problem-based learning，PBL）的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都是近年来我国医学教育改革中经常采用的两种新型

教学方法。但二者从教学论方面来看,在教学材料的选择上、教学目的上都存在着差别。病理生理学是沟通基础和临床各学科间的

桥梁学科，将 " 以问题为基础 " 的教学模式与案例教学法有机地结合引入病理生理学教学，符合病理生理学的学科特点，能够有

效提高教学质量，在教育观念上更易于被医学生所接受,因而适应对高素质医学人才培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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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框架下,现阶段社会对高质量医

学人才的需求，意味着必须建立与培养高素质人才相适应的新

教学模式[1]。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法( PBL)和案例教学法都是

近年来我国医学教育改革中涌现出的新型教学方法[2,3]。PBL 与

案例教学法在教学程序、实施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然而,二
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别。由于病理生理学既是由基础课学习到临

床课学习的过渡，也是从医学理论学习到进行临床实践的桥

梁，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有的学科地位，将 PBL 与案例教学法有

机结合引入病理生理学教学，可将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

形象、生动，由此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我教研室对此进行

了积极尝试，结合近几年的实践教学经验，对 PBL 结合案例教

学法在病理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谈几点体会。

1 案例教学法与 PBL 教学法的比较

案例教学法改变了过去传统的 " 灌输式 " 理论教学模式，

把真实的情景加以典型化处理，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引导学生

对案例进行讨论分析，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它的主要特征是重思考过程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重传

授终极真理及前人经验[4,5]。案例教学，不局限于小班教学，但是

需要课前花费大量时间精心选取，撰写案例，课堂上对于案例

的分析把握对教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都使案例教学法

受到一些应用上的限制及对教学效果产生一定影响[6]。有效的

案例教学应将案例的内容有机地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 如何

应用生动的案例教学法向学生全面系统地传授理论知识成为

案例式教学成败的关键[7]。PBL 教学模式则为案例教学提供了

有效的手段。PBL 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中心,教师为

引导的小组讨论和学生自学的教学方式[8]。PBL 是以问题为学

习的起点，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都围绕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进

行,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主，偏重小组合作学习和自主学

习，讲述法较少，教师给出的问题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教学效

果。教师的角色是指导认知学习技巧的教练 [9,10]。但是单纯的

PBL 教学在我国现阶段医学教育中很难广泛开展，PBL 教学要

求学生必须要有足够的知识背景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然而

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使师生对传统教育模式形成一定依

赖性，另外医学院校病理生理学还是按大班授课通常是百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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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班，紧张的教学资源使得 PBL 教学的实践显得比较困难，

PBL 教学的质量自然也就很难得到保障。即使在美国、加拿大

等国家的部分医学院校也逐步渐放弃单纯的 PBL 教学法,而主

张各种教学方法融为一体,结合使用[11]。

2 病理生理学的学科特点使之适用于 PBL 结合案例

教学法

病理生理学是对疾病的发生机制进行研究的一门基础学

科，既与多门基础学科广泛交叉，又与临床学科紧密相联，使得

病理生理学这门学科课程内容繁杂，涵盖大量的医学术语和一

定的临床知识，信息量大大增加。本身它的学习就是基于对多

门学科知识的牢固掌握，学生在未接触临床之前学习病理生理

学未免觉得晦涩难懂。与其他基础学科相比, 病理生理学具有

开展 PBL 结合案例教学的良好基础[12]。将 PBL 结合案例教学

法引入病理生理学教学，以问题为中心，以案例为主线可将抽

象、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形象、生动。教师将学生所需要掌握的

理论知识融汇到一个典型生动的案例中，进而对案例进行分

析、推理、判断，解决案例中提出的问题。通过这个启发式的教

学过程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有助于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

维能力[13,14]。

3 PBL 结合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

3.1 课前准备工作

我教研室现已使用病理生理学案例版教材（中国科学院教

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病理生理学案例版，石增立、李著

华主编，科学出版社），从而大大节省了教师搜集选取案例的时

间。案例本身并不是教学的重点,重点是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完成教学目标和传授教学内容。因此教师首

先要对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进行研读，然后深刻剖析案

例，并从中提炼出要点和难点，在此过程中需要构思案例与理

论知识间如何合理穿插和切换，构思问题的设置及提出，哪些

环节应注意有意识地结合学生已学过的相关知识点，以便在分

析案例时唤醒学生对原有知识的记忆，将案例的内容有机地贯

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使案例能有效地服务于教学。
3.2 以案例为切入点，导入新课

讲解案例，使学生对教学内容有一个初步认识。对于案例

中超出学生学习范围的检测指标和术语加以简要说明，比如

DIC 章节案例中实验室检查指标中的凝血酶时间，凝血酶原时

间，我们可以将其代表意义介绍给学生，利于学生对后续内容

的理解。然后提出问题，如:该患者发生 DIC 的原因是什么?促

使该患者发生 DIC 的因素有哪些? 为什么说该患者发生了

DIC? 设置悬念，鼓励学生应用已学过的知识先对病例进行初

步分析。
3.3 以问题为中心，以案例为主线讲解理论知识

围绕问题进行相关的理论知识讲授，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

丰富的情节和大量临床图片使案例生动展现，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启发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注意案例与相关理论知识的联系

及切换，不可把案例与理论知识的讲授孤立开来。讲授完某个

知识点，可随时组织学生运用课堂所学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讨

论，使学生身临其境，以一个准临床医生的角色分析案例。随着

问题的不断提出和解决,达到传授理论知识的目的。这样可将

理论教学内容有机地融入案例之中,使案例与课程的基本理论

紧密结合, 还可使各学科相互渗透, 融会贯通,构成一个系统完

整的课程体系，改变了传统地从病因 - 发病机制 - 机体的功能

代谢变化 - 防治的授课方式。教学过程中一开始因为学生还没

有临床思维的基础，初次接触临床病例，思维空间非常开阔，一

开始他们的分析往往凌乱、不完整。针对这一问题，就要充分发

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学生的讨论分析可以是自由的，但教师必

须把握讨论的进程并予以引导。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所获得的

知识和方法更具有科学性，这也符合医学教学的特点。案例版

教材基本病理过程各论中都有适合于各章节的小病例(即病理

过程较单一的病例)，在教师的引导下，使学生透过案例的现象

看本质, 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学生随老

师的教学思路完成系统地理论学习。通过小病例逐步累积学生

分析病例的经验,有了平时的积累,在学习系统病理生理学时，

学生可以运用已学过的病理过程分析复杂病例，逐步锻炼综合

能力，而且还可以检验学生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和灵活应用能

力。
3.4 针对案例进行总结分析

教师针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总结分析，总结解决案例的思

路，方法，分析指出学生在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在总结中再次强

化需要掌握的知识点，让学生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培养良好的临床思维和推理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总之将 PBL 结合案例教学法引入病理生理学教学，同时

辅以现代教学手段，发挥多角度、大信息量、系统性、和交互性

等教学优势，可以使得整个教学过程针对性，实用性更强。PBL
结合案例教学法有利于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充分结合，既可以促

进教师自我完善，又可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

能力，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PBL 结合案例教学法既抛弃传统

的填鸭式的课堂教学,学生又能在教师的引导或指导下进行主

动的探索和进行医学专业能力的建构，它是一种比较适合目前

我国医学教育实际的教学方法[15,16]。
当然我们要结合病理生理学的学科特点，学校实际情况，

继续改革优化课程设置，从各个环节进一步深入探索这一教学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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