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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若某国家或地区 60岁以上者占总人口的 10%，或 65岁以
上者占总人口的 7%，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就处于老龄

化社会。中国自 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至今，我国 60岁以上

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 13.26％，80岁以上高龄老人已达到 1899

万，并以年均 100万以上的速度增长，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
3600万，2020年预计超过 6500万，其老龄化规模、速度已超过

发达国家，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速度发展最快的一个国

家[1,2]。老年疾病具有一人多病、病情发展迅速、症状隐匿不典

型、突发易变、猝死发生率高、并发症多、受心理及精神因素影

响明显、药物不良反应多、病情受生活习惯影响大等特点，使得

对其诊断、治疗都较一般成年人复杂。对于老年疾病的诊治，要

求医生全面、综合、个体化地进行判断，从矛盾中找到解决问题

的平衡点。

老年医学是近年新兴的学科，如何加强对老年群体的健康

保健、减少老年人的慢性疾病、躯体残障、精神障碍等已经成为

严峻的社会问题。由于缺乏大型临床试验的研究，到目前为止，

世界国际组织尚缺乏针对高龄、超高龄患者相关疾病的诊治指

南。再加上，我国的老年医学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

定的差距，导致合格的老年医护工作者严重缺乏，高层次的人

才更加缺乏。所以，在医学院校中，如何提高老年医学教学水

平，培养高素质合格的老年医学医护人员，已成为老年医学面

临的重要教改课题。

1 老年医学中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的意义

老年医学（Geriatrics）是以研究人类寿命、衰老规律及机

制，探讨延缓衰老对策，关注老年性疾病防治，提高老年人生活

质量，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为目的的一门综合性学科[3]。研究老

年病的病因、病理生理、临床特征、诊断和防治等是老年医学临

床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老年医学综合性强，所系病种繁多，全身

各系统均可受累，且常常多种疾病同时发生于同一个体，并伴

有多种并发症，导致病情严重复杂，对医生的基础、临床知识及

技能等多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要求其对各专科医学有精准的

把握且通晓老年人患病特点及治疗方案。应用传统教育模式，

可以使得学生系统、全面了解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通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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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剖、组织、生理、病理生理、免疫等分析机体的老化、退行性

变对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影响，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老

年疾病的特点，也可以应用典型案例，并对其进行分析，有针对

性地进行分析讨论。让学生在实际案例中更好地理解掌握老年

疾病特点，针对老年人疾病的特点，提出个性化的诊治方案。这

样可以使得学生们从理论上更加理解老年疾病的特点。

传统的教学模式将理论知识完整的、系统的传授给学生，

其对学生采取的是一种 "灌输式 "的模式，课堂上教师虽然竭

尽全力将课本上的医学知识讲授给学生，但由于缺少学生的互

动，一些生涩的内容往往得不到学生及时的反馈，理解效果较

差，学生学习听课的积极性也受到打击，而一些即便容易理解

的内容也往往由于印象不够深刻成为过眼云烟。将书本知识视

为不可更改的定论，把教学看成是知识从外到内的输入，这就

是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在这种 "灌输式 "教学模式中学生始
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课堂上缺少临床实际问题的讨论，学

生的理论知识即使很扎实，一旦遇到实际问题还是束手无策，

即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脱节。并且传统的教学模式通常一章内

容由一名专业的老师负责，学习内容主要为本章的知识，很难

将整个学科融会贯通，整个学科章节之间往往缺乏有机联系，

导致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差，缺乏横向思维及知识整合的能

力。尤其是遇上老年科中病情复杂，多系统都存在功能障碍的

老年患者，更加无法合理的做出判断和处理。另外，随着对老年

疾病认识的深入，章节内容越来越多，课程有限，每节课只能讲

解有限的知识，仅通过课堂教学很难达到教学目的。

2 老年医学中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
的意义

PBL教学模式最初于 1956年被提出，1969年正式成型 [4]。

1993年，PBL在世界医学教育高峰会议中得到肯定，随后在西

方许多国家推广开来。至 1991年，美国 70%的医学院校开始采
用 PBL教学[5]。1994年，英国曼彻斯特医学院完全采用 PBL模

式进行教学[6]。香港大学医学院自 1997年开始启用 PBL教学，

迄今为止，该校一半以上的医学教育都采用此法[7]。1986 年，
PBL教学模式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西安医科大学倡领进入

中国内地，并逐渐被内地医学高校认可[8]。至今为止，全球约有

1700多所医学院校采用 PBL教学模式[9]，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及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等国际权威医学教育组织大力推荐[10]。

PBL教学法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而非仅仅是知识的传
授，首先由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以临床病例为基础设计

出相关问题，有步骤地向学生提出，学生通过查阅文献，将各学

科相关的知识有机地整合在一起，经学生们经过自主探究、讨

论、协作来解决这些问题。由于把学习设置到典型的、有意义的

医学专题或临床问题情景中，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提高了学生们的自学能力，有效的激发了学生的潜力和创造

力。整个过程将各基础学科及各系统临床学科的相关知识贯穿

于一个真实的病例中，通过病例学习疾病的发病特点、临床表

现、诊断标准及治疗措施，训练学生良好的临床思路。PBL的教
学理念将提出临床实际问题作为学习医学知识的途径，认为教

学过程中应 "先问题，后内容 "，学生可以通过解决问题而掌握
抓住问题本质的方法。学习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只是引导

者。一项研究显示，与传统教学组相比，PBL教学组课外学习时

间明显延长，学习兴趣明显增加，未来从事全科医学的可能性

有所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和信息管理的能力

有所增强，期末考试成绩有所提高，提示 PBL教学方法能够有
效地提高教学质量[11]。此外，有文章表明 PBL教学法在儿科学[12]、

皮肤性病学[13]、精神病学[14]、及微生物学[15]、免疫学[16]等医学教

育中都有着重要作用。

但是，目前国内 PBL教学模式在老年医学教学的应用，仍

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首先，客观条件受限。在我国，20世纪 80

年代初老年医学才刚开始起步，由于专业师资不足，临床教学

实习基地缺乏，老年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校期间根本没有开展

系统的老年医学理论教育及临床实习。在我国医学院校，老年

医学多为选修课，往往不受学生们的重视，很难要求学生花大

量时间、查阅大量资料。PBL教学方式在实际教学中很难进行
应用推广。其次，倘若学生们刚开始学习临床课程，对于各学科

的相互联系的理论知识欠缺，如果只是强调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忽略了基础知识、基础理论的学习，很难掌握这些知识连贯

性、系统性。此外，我国医学院校一直采用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教

学，相对来说，学生们的自学能力不是很强。所以，在现阶段的

老年医学的教学中，单纯采用 PBL的教学方式，难以收到良好

的教学效果。

3 传统教学与 PBL教学模式的结合

传统教学及 PBL教学模式各有利弊，尤其对老年医学教

学，不能单靠一种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将两者综合运用，灵活掌

握，在针对老年疾病进行传统教学的基础上，结合 PBL教学方
式，可以发挥两种教学模式的优势，弥补各自的缺陷。学生在选

修老年医学这门课之前，已经学习了一些成年人相关疾病的知

识。在传统教学授课时，教师涉及的是老年人共性问题，讲授的

是老年疾病最常见、最可能发生的问题。由于老年人一人多病、

随着年龄各个脏器功能减退，受心理、精神因素影响非常大，使

得老年疾病的病情变得非常复杂，治疗中充满着矛盾，如何制

定合适的治疗方案，比成年人更加困难。老年疾病往往表现为

症状隐匿或不典型，比如，当老年人患有急性心肌梗死时，往往

没有表现为胸前区剧烈的疼痛，常常是在常规检查或出现严重

的并发症时候才被发现。患者病情发展快，常常出现多种并发

症而导致死亡。随着年龄的增长，主要脏器的功能减退，导致药

物严重的毒副作用。比如，一老年患者以急性心肌梗死收入院，

我们知道抗凝抗血小板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而该患者

患有严重的血小板减少症，这给治疗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在这

样的情况下，如何找到治疗中的平衡点是非常重要的。在老年

医学的教学中，可以通过传统教学结合 PBL教学模式将老年

患者的疾病的特征，很好地传授给学生。

一研究通过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

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比 PBL与 LBL相

结合的教学法与单纯 LBL的教学效果，结果显示两种教学法

相结合在理论成绩与实践考核等方面均优于传统教学法[17]。另

一研究，通过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PubMed等数据库中检索有关文献，得出 PBL+LBL组理论考

试成绩和学习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单纯 PBL 组的结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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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LBL双轨教学模式在保持 PBL优势的同时, 更有助于临

床医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 [18]。以上两项研究说明传统教学与

PBL教学功能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两者

想结合，改善老年医学授课效果。

我们认为在老年医学的教学中，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与

PBL教学模式相结合，可能会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传统

教学模式中将老年疾病的特殊性、发病机制等共性问题进行讲

授，采用 PBL的教学模式，通过具体典型的患者，设置问题，使

学生充分理解老年医学的特殊性。这样可以使得学生将老年医

学理论与临床实践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了学生综合分析

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2种教学方法的结合应用，可以弥补

各自教学模式的缺点。可能会成为老年医学教学中一种指定推

广的教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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