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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索基于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方法(CBL) 的床旁教学在《儿科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为改革《儿科学》实践

教学模式提供依据。方法: 随机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2012 级 25 个班中抽出两个班，其中一个班为实验组，另一个班为

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原有的观看电教片和大班病房见习模式，实验组采用 CBL 的床旁教学模式。结果: 实验组较对照组的期

末考试总成绩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教学模式的评价结果显示，基于 CBL 的床旁教学方法较传统教学方法

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医学人文素养能力和临床技能操作能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
0. 05)。结论: 基于 CBL 的床旁教学在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实践教学应用中成效明显，值得在临床医学专业及其他医学类

专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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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edsid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BL to clinical instruction of pediatrics

ZHANG Shifa，YU Jiegen，ZHAO Jingsong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241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applying bedside teaching modality by case-based leaning(CBL) to clinical teaching of pediatrics for

evidence to reform conventional instructional mode in this discipline． Methods:Two class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enrolled in Wannan Medical College in 2012，and allocated to experimental class and controls． The control class was taught with traditional teach-

ing modality，including topic study of the their curriculum by watching the video and internship in the ward with whole class，whereas the experimental class

was offered CBL via bedside teaching． Ｒesults: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cored higher than the controls in the final examination(P ＜ 0. 05) ． E-

valuation on the teaching mode showed that bedside teaching based on CBL was in a position to motivate the students to learn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solve real problems as well as update their medical humanities and professional skills(P ＜ 0. 05) ． Conclusion:Bedside teaching based on CBL can be

fruitful for medical students in leaning pediatrics，and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to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or related med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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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未来每年新增

新生儿数量约 250 万左右，而近 15 年来，我国儿科

医生数量仅增加了 5000 人，缺口逾 20 万人
［1］。现

阶段儿科学实践课单一的讲授式教学( lecture based
learning，LBL)模式，严重削弱了学生对儿科学的学

习兴趣。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于 2015 年随机抽取

临床医学专业一个教学班，实施实践课教学模式改

革，将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方法(case-base learning，

CBL)的床旁教学( bedside teaching) 模式引入实践

课教学过程，以强化医学生医德素养和临床实践能

力
［2 － 5］。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随机选取我校临床医学专业 2012 级

(1)班为实验组，共 30 名学生( 男 22 人，女 8 人)，

平均(21. 2 ± 2. 13)岁;再随机选取同年级(12) 班为

对照组，共 32 名 学 生 ( 男 20 人，女 12 人)，平 均

(21. 4 ± 2. 15)岁。两组在年龄、性别和入学成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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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1． 2 方法

1． 2． 1 教学内容及方法 两个班教学内容、进度及

学时数均严格按照统一的《儿科学》教学大纲要求

实施。授课由同一教学小组担任，理论课授课模式

两班一致;实践课对照组采用原有的课堂观看电教

片和大班病房见习模式，实验组采用 CBL 的床旁教

学模式。
1． 2． 2 CBL 的床旁教学组织

1． 2． 2． 1 课前准备 开课前 1 周，将实验组 30 名

学生随机分为 4 组，每组 7 ～ 8 人，委任 1 名学生担

任组长。同时将设计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一系列临床

问题提供给学生，要求组长组织组员通过查阅教材、
文献等方式，边学边总结，解答案例中的问题并提出

疑问，做好讨论准备。小组成员之间可相互交换材

料并开展 1 次组内交流。
1． 2． 2． 2 课堂讨论 在儿科示教室，由教师主持，

让各组针对案例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在此过程

中，教师的职责是引导学生针对新观点讨论或补充

新依据，不重复;用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思维方法去

分析、解决疑点，同时可给予酌情诱导和启发。此

外，教师需对各种观点的依据和疑问进行归纳概括

并在黑板上作简要记录。然后带学生到床旁，让学

生直接面对患儿，每组选择 2 名学生分别进行病史

的询问及针对性的体格检查。结束后，学生再次回

到示教室，根据获得的新信息，对之前讨论中不同观

点的依据和疑问再次展开讨论，对学生仍有疑问之

处，教师要做好解疑答惑。
1． 2． 2． 3 总结 教师进一步归纳、分析案例中各种

观点的依据和疑问，突出重点、难点内容，启发学生

运用儿科学临床思维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1． 3 考核与评价 为了检验 CBL 教学法的可行

性、实效性，对实验组 30 名学生及对照组 32 名学生

学期结束时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评分的考试，内容包

括理论考试成绩(80% )和实践成绩(20% )，实践考

核重点考查学生的临床思维及技能。此外，使用问

卷调查让学生评价不同教学模式的效果。发放问卷

62 份，回收 62 份，回收率 100%。
1． 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珋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 0. 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班学生的综合能力测试比较 实验组期末

考试成绩整体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见表 1)，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 = 14. 04，P ＜ 0. 05)，其中实验组

实践课平均分数高于对照组( 见表 2)，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0. 05)。表明在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儿

科实践教学中，实施基于 CBL 的床旁教学模式可有

效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表 1 两组期末考试成绩统计分析

分组 n 90 分 80 ～ 89 分 70 ～ 79 分 70 分

实验组 30 9 14 6 1

对照组 32 1 13 8 10

χ2 14． 04

P ＜ 0． 05

表 2 两组期末考试实践成绩统计分析

分组 n 实践课分数

实验组 30 96． 40 ± 2． 27

对照组 32 86． 56 ± 4． 48

t 10． 798

P ＜ 0． 05

2． 2 教学评价结果 调查统计显示，实验组较对照

组在提高学习兴趣、提高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提
高医学人文素养能力、提高自学能力和提高临床技

能操作能力等 5 个方面均有明显优势，其中在提高

临床技能操作能力方面实验组 30 人均表示赞同，占

调查人数 100% ;而对照组仅 15 人赞同，占调查人

数 46. 9% ( 见表 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
0. 05)。

表 3 两组学生对不同教学方法的效果评价

调查项目 实验组 /n(% ) 对照组 /n(% ) χ2 P

提高学习兴趣 29(96． 7) 12(37． 5) 24． 20 ＜ 0． 05

提高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 26(86． 7) 14(43． 8) 12． 46 ＜ 0． 05

提高医学人文素养能力 23(76． 7) 10(31． 3) 12． 83 ＜ 0． 05

提高自学能力 25(83． 3) 16(50． 0) 7． 68 ＜ 0． 05

提高临床技能操作能力 30(100． 0) 15(46． 9) 21． 96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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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为了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 ～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

药卫生 体 制 改 革 的 意 见》及 教 育 部、卫 计 委 教 高

(2012)7 号文件精神，实现培养出“具有临床思维、
临床技能和关爱患者的优秀医学生”宗旨，我们初探

儿科学实践课教学改革，结果发现实验组学生期末

考试总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4. 04，P ＜ 0. 05)，且实践课平均分数明显高于传

统教学模式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学

生对教学模式的评价结果显示，基于 CBL 的床旁教

学方法在提高学习兴趣、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医
学人文素养能力及临床技能操作能力的满意率方面

均高于传统教学方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
0. 05)。表明在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实践教学

中，基于 CBL 的床旁教学模式可有效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开展以学生为中心和自主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教

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为了适应我国现代

高等医学教育发展的要求。儿科学教学模式改革尤

为迫切，传统讲授式“儿科学”的教学模式严重影响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学习兴趣，再加上现阶段的医患

关系、工作压力和薪酬收入，导致多数临床医学专业

医学生轻视“儿科学”的学习。然而儿科疾病起病

急、复杂且多变，完全不同于成人，同时在病史的提

供及体格检查方面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而，

儿科医师不仅需要具备正确的临床思维，而且必须

通过与患儿家属进行耐心、细致的交流及对患儿的

关爱，获取他们的信任，以保证获得准确无误的资

料。对于四年级医学生来说，所接受的临床知识主

要来自教科书所描述“典型”、“理想化”的病例，仅

有感性认识，缺乏临床实践经验和临床思维能力。
实践教学就是为了培养医学生动手能力和综合素

质
［6］，而传统的儿科实践教学模式无法实现此目的。

因此，我们运用基于 CBL 的床旁教学，CBL 教学法

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

老师为主导”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方法
［7 － 10］，不仅可

实现让学生直接面对患儿及家属
［11］，还可通过对实

际案例的问诊和体格检查，让学生及早地掌握患儿

病情第一手资料。通过建立临床实际案例，学生自

主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可更好地将书本中的理论知

识转化为临床实践经验。
总之，在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实践教学中

通过基于 CBL 的床旁教学模式的应用，可让学生较

好地运用所掌握知识对临床问题进行分析和决策，

在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等综合

能力方面的优势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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