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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在超声专业研究生培养中的应用

杨　松，何　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超声科　１０００５０）

　　【摘要】　目的　探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ＰＢＬ）在超声专业研究生培养中的应用。方法　以首都医科大学

超声学系研究生６０名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２组；试验组采取ＰＢＬ教学模式，对照组采取传统教学模式；比较两组

理论及读片成绩，并问卷调查评估ＰＢＬ的培养效果。结果　试验组学生的理论和读片成绩较对照组均明显提高

（犘＜０．０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试验组学生对ＰＢＬ教学模式有较高的认可度。结论　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ＰＢＬ

在超声专业研究生培养方面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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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声诊断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医学影像学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这就要求在临床实践中尽量让学生掌握较多的学科知

识，培养综合的实践操作技能和临床创造性思维。目前，医学

教育的传统模式中存在很大弊端，培养的学生缺少创造性思

维，缺乏学习兴趣与主动性，很难达到临床要求的独立工作能

力［１］。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ＰＢＬ）是一种以讨论问题为核

心，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法，以类型丰富、质量优良有效的

教学方法贯穿整个教学过程［２］。因此，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创新及科研能力，开展了以ＰＢＬ为核

心的教学改革探索。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首都医科大学超声学系研究生６０名，随机分

为两组，其中一组为传统教学模式的对照组，另一组为ＰＢＬ教

学模式的试验组。两组学生的性别、年龄和既往学习成绩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理论授课方式　对照组按传统教学模式授课；试验组

按ＰＢＬ模式要求提前将教案发放给学生，指明讨论的主要问

题，要求学生做好讨论前的准备工作，查阅文献，整理相关学习

资料。对照组和试验组均由同一授课教师队伍授课。

１．２．２　实习授课方式　对照组按传统教学模式授课；试验组

在实习课前提出该次课程要讨论的临床病例及假设问题，根据

超声动态和静态图片提出自己的观点，诊断及鉴别诊断，由老

师适当提问和引导，并归纳总结。最后，让学生自己结合病例

分析问题所在，并归纳总结不足、提炼课程重点。

１．３　教学效果评估　理论及实习授课结束后对两组学生分别

进行理论和读片测试，满分１００分；同时以问卷调查方式对试

验组进行ＰＢＬ模式教学效果的认同评估。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狋检验；计

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以α＝０．０５为检验水准，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理论及读片考试成绩比较　与传统教学模式的对照

组比较，ＰＢＬ模式的试验组其理论成绩与读片成绩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试验组ＰＢＬ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的认同评估　发放问卷

３０份，有效回收率１００％。绝大多数学生认为ＰＢＬ模式的教

学方法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综合

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及其他多方面能力，见表２。

表１　两种教学方法学生理论考试、读片考试

　　　　成绩比较（分，狓±狊）

组别 狀 理论成绩 读片成绩

对照组 ３０ ８３．３±４．５ ８４．６±４．３

试验组 ３０ ８７．２±５．３ａ ８９．７±５．６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犘＜０．０５。

表２　　试验组ＰＢＬ模式教学效果的认同评估

问卷内容 认同［狀（％）］ 不认同（狀）

提高学习兴趣 ２６（８６．６） ４

自主学习能力 ２８（９３．３） ２

综合能力提高 ２７（９０．０） ３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２８（９３．３） ２

多方面能力培养 ２９（９６．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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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超声医学要求在临床实践中尽量让学生掌握较多的学科

知识，培养一定的实践操作技能和创造性思维［１］。在实际的医

疗工作中，正确诊断病患牵涉到医学方方面面的知识，需要对

多学科信息的综合分析、融会贯通进而得出正确的诊断，这是

对超声科医学生的基本要求。医学研究生作为高层次学员，专

业性很强，年龄差异大，其社会阅历、生活经验、处世哲学、人生

观等不尽相同；因此，在研究生培养中需要存在多元化教学方

法［３］。医学教学以医学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医学问题研究能力

的逐步提高为最终目的。ＰＢＬ即以问题为导向的高效率教学

方法，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以病例讨

论为主题，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４］。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医学院提出

了ＰＢＬ，该教学模式在１９６９年由Ｂａｒｒｏｗｓ等报道，成为ＰＢＬ

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较为流行的

一种教学模式和方法［５］。ＰＢＬ倡导把学习设置于复杂而有意

义的问题情境中，让学习者通过合作解决真实性问题，学习隐

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培养自主学

习、终身学习的能力［６］。通过ＰＢＬ学习，进一步培养研究生的

临床创新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任何教学方法改革的评价以

达到教学目的、提高学习质量为衡量标准。本研究结果显示，

采取ＰＢＬ教学法的试验组学生其理论考试与读片考试成绩均

明显高于采取传统教学模式的对照组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ＰＢＬ模式以问题为中心，让学生围绕问题展开知

识构建过程，将基础知识与临床问题相结合，让学生成为学习

和教学的主体［７］。例如，在颈动脉狭窄性疾病的理论学习中，

教师提前让学生预习颈部血管的超声解剖，注意血管走行变异

情况；课堂上将颈部血管的解剖特点与超声检查相结合，在理

论上区别颈内动脉和颈外动脉的解剖特征；同时讲解在超声检

查时的扫查手法和区分颈内、外动脉的血流频谱形态和血流特

点，注意检查时扫查手法和扫查切面，从而准确识别颈内、外动

脉，以便于血管狭窄性疾病的定位、定性诊断。此授课程序能

够把解剖基础与临床学习结合起来，使学生印象更为深刻。

ＰＢＬ模式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并提高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有助于整体医学观念的建立和多学科知识的相互结合

和理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医学能力培养［８］。

现代医学领域，新的问题和知识几乎呈几何级数不断涌

现，学生应学会如何掌握并使用所学到的各种知识，训练自己

成为高效率的、有能力的终生学习者［６］。在学习过程中，互相

帮助、互相讨论、互相启发，是培养学生团队精神的重要途径，

也是未来工作领域所必需的素质。本研究对采取ＰＢＬ模式的

试验组的教学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８６．６％学生认为

ＰＢＬ模式能够提高学习兴趣，９３．３％学生认为能够提高分析、

解决问题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９６．６％学生认为有利于多方面

能力培养，９０．０％学生认为有利于综合能力提高。ＰＢＬ模式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自我认知学习能力、引

导学生发现问题，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通过合理的逻辑思维

分析解决问题［９］。在实践教学中，作者采用案例式教学法：如

急诊科以急腹症收治１例青年男性，主诉左侧腰部绞痛３ｈ，伴

恶心呕吐，呈进行性加重，既往有肾结石病史，接诊医生申请腹

部超声检查。学生将自己假想为急诊超声医生，以小组为单位

确定讨论问题，组员分工收集相关问题的资料，通过超声图像

（动态图像和静态图像）病例分析，进行小组讨论交流、互相提

问和质疑，归纳总结解决问题的意见。最后以幻灯片形式汇

报，教师点评总结，指出该病例容易疏忽和漏诊的地方，以及诊

断该病例的关键所在。通过以上步骤完成教学过程，使学生对

疾病的病因及病理改变、临床表现、超声检查方法及检查内容、

典型的声像图表现、鉴别诊断及其他相关影像学知识有了深刻

的认识。通过师生间的互动，提高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

识，培养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这一调查结果说明ＰＢＬ注重

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通过查阅文献、整理相关资料获得更多

知识，使之不但更好的自主学习而且多方面的能力和综合素质

得到提高；此外，活跃的讨论气氛，学生各抒己见，拓宽了学生

思考问题的思路和多角度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１０］。

综上所述，在超声研究生培养中，采用ＰＢＬ符合该学科的

教学目的，初步尝试效果良好，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实施方式、

问题设置、效果评估等，以便于更多院校间教学的相互交流和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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