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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PBL+CBL双轨教学模式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运用的教学效果。方法选取中医学专业

学生60人,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采用PBL+CBL双轨教学模式,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

(LBL)。采用理论考试和问卷调查的方法评价教学效果。结果试验组理论考试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试验组学生对于教师授课满意度、学习获得感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中医内科

学及相关学科教学中对比传统教学模式采用PBL+CBL双轨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中医临床思维,

拓展中医内科学知识面,培养临床医学生的实践能力及现代医学需求,更加有利于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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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内科学是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

研究人体内脏疾病,并采用传统中医药

治疗方法为主的一门临床学科。它有较

系统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是临床各学

科的基础。[1]它以脏腑、经络、气血津

液等病理生理学说为指导,系统地反映

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因而是中医学

学科的主干课程,也是临床其它各科的

基础,是必须学好的一门临床专业课。因

此,如何学好这门课程,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是中医内科学授

课老师的重点所在。本研究旨在中医内

科学教学中运用PBL+CBL双轨教学模式,

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8级中中医养生专业本科生

60名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分为2组。试

验组30名,对照组30名。试验组采取

PBL+CBL双轨教学模式,对照组采用常规

LBL模式。两组均为同一老师教学授课。 

1.2教学方法 

1.2.1试验组：采用PBL+CBL双轨教

学模式,以教学大纲的要求为基础,主要

对头痛、眩晕两种疾病展开教学。具体

措施：(1)设计课堂讨论提纲。根据教学

目标,结合临床病例,提炼核心问题,让

学生课下先查阅准备。(2)学生分组。每

组5人,分为6组,每组指定一名组长。组

员通力合作,根据给出的典型病例查阅

资料,归纳梳理课堂展开讨论,组长进行

记录；针对学生的发言,教师凝练讲解该

疾病的概念、病因病机、辩证分析、治

疗方案等内容,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

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始终以学生为中

心。(3)总结发言。小组讨论结束后,每

组推荐一名代表总结发言案,其他组员

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出补充说明,就讨论

病案总结出 佳方案。 后教师对病例

的重难点进行分析讲解,对学生讨论过

程进行点评并对下一次改进提出具体要

求和做法。 

1.2.2对照组：采用传统的以授课为

基础的学习法(LBL),由授课教师根据教

学大纲要求进行教学,主要根据教材的

分块采用PPT展示头痛、眩晕2个疾病的

相关内容。以教师讲授为主,对病例给予

具体的讲解及治疗方案,让学生被动掌

握该疾病的知识点。 

1.3观察指标 

1.3.1理论测试：2个疾病课程内容

结束后,采用统一命题考核方式评估学

生理论知识掌握情况,考试采用闭卷形

式,题型一般为客观题(单项选择题、多

项选择题)和主观题(病案分析),各占50

分,满分100分。 

1.3.2问卷调查：调查表内容主要包

括5个部分：学生对此教学模式满意度、

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学生对该疾病知识

理解能力、学生查阅收集资料能力、学

生临床思维能力。每项20分,总计100分,

得分越高,教学质量越好。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

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标准。 

2 结果 

2.1两组理论考试成绩对比 

试验组客观题成绩、主观题成绩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表1  两组学生综合测试结果对比(x±s分) 

组别 客观题 主观题

试验组(n=30) 45.40±2.55 40.40±3.26

对照组(n=30) 34.33±4.03 30.07±5.57  

2.2两组问卷调查结果对比 

两组共发放问卷调查表60份,全部

收回。统计结果显示,试验组学生对

PBL+CBL双轨教学模式满意度、学生解决

问题能力、学生对该疾病知识理解能力、

学生查阅收集资料能力、学生临床思维

能力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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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学科的主干

课程,是基础理论联系临床实践的桥梁,

是中医临床各科的基础,在中医院校占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学好中医内科学需

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建立学生

的临床思维,进一步提高该门课程的教

学质量。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医内科学

课堂教学采用LBL教学法,其遵循“教师

讲,学生听”的模式,虽然可以在短时间

内提高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但学生创

造能力及实践能力相对较弱,无法更好

的实现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之间的过

渡[2]。新时代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育理念,因此教师改变授课模式,学

生改变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是当下迫

切的要求。PBL教学法是一种医学生为

主体、以问题为基础的新型教学模式,

可以有效达到中医内科学教学目的,更

好符合临床特点[3]。CBL是PBL教学法发

展而来,是以临床案例为基础,设计与

之相关的问题,引导并启发学生围绕问

题展开讨论的一种小组讨论式教学法。

其核心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

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小

组讨论式教学。因此,笔者在中医内科

学教学中运用PBL+CBL双轨教学模式,

相对于传统的LBL单一教学模式,以期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本研究结果显示,

试验组学生客观题成绩、主观题成绩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说明中医临床思维培养的效

果更佳。试验组学生对PBL+CBL双轨教

学模式满意度、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学

生对该疾病知识理解能力、学生查阅收

集资料能力、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得分均

高 于 对 照 组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PBL+CBL双轨教学模式,选取

临床典型病例,使学生参与疾病诊疗的

全过程,充分激发出学生的兴趣,进一

步提高了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在

分析临床病例的过程中通过思考提出

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病例分

析中,再结合问题查阅文献资料,重温

相关理论知识,通过学生之间的通力合

作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在这个过程中,

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使学生建立中医临床思维体

系,提高综合素质,并将学习的方法应

用到未来其他知识和学科的学习中。 

综上所述,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运

用PBL+CBL双轨教学模式,有助于促进学

生构建中医临床思维体系,夯实理论知

识基础,提高自我学习能力和探索创新

能力的培养,值得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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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效果评价对比(⎯x ± s,分 )

组别 满意度 解决问题能力 知识理解能力 查阅收集资料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

试验组

(n=30)

18.37±

1.00

17.23±1.13 17.00±1.14 17.77±1.07 17.87±0.94

对照组

(n=30)

16.33±

1.12

15.87±1.07 15.73±1.29 15.80±1.06 15.77±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