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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联合 CBS 教学模式在医学影像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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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弋矶山医院 1．医学影像中心; 2．麻醉科，安徽 芜湖 241001)

【摘 要】目的: 探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 PBL) 联合病例导入式教学模式 ( CBS) 在医学影像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皖南医学院 2016 级五年制麻醉专业的本科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班级为单位，利用随机数字表分为两组( 每组 115
人) ，实验组采用 PBL 联合 CBS 教学，对照组采用讲授式教学模式( LBL) 教学。以理论考试、技能测评和问卷调查方式对教学

效果进行评价。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考核成绩的差异，采用 χ2 检验比较问卷调查各评价指标认可度的差异。结果:

实验组读片技能测评成绩、总成绩( 70．57±9．58、146．64±11．54) 高于对照组( 67．01±9．67、141．69±14．7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 而两组理论考试成绩( 75．89±9．51 和 74．66±10．17)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实验组对提高学习兴趣、激发学习

主动性、有助阅片能力的提高、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有助于培养影像诊断思维各指标评价认可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PBL 联合 CBS 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医学影像学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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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case-based study in instruction of undergraduates
in medical imaging

CHEN Jiming，LI Zhouli，JIN Xiaoju，CHEN Fangman，YU Yongmei，WU Lili，DING Jun
Department of Ｒadi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241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 PBL) and case-based study ( CBS) modality to instruc-

tion of undergraduates in medical imaging．Methods: Undergraduates enrolled in Wannan Medical College in 2016，majoring anesthesia，were in present

study，and allocated to simple lecture-based learning( LBL) group( control subjects) and PBL plus CBS group( n= 115 for each group) by random digital

table on single class basis．Teaching outcomes were assessed by written test of the basic theories，skill practice and questionnaire upon course completion．In-

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χ2 test were respectively used to compare the academic proficiencies and acceptability of the learners．Ｒesults: Students in

PBL+CBS group had better skills in imaging diagnosis and higher total scores than those in LBL group( 70．57±9．58 and 146．64±11．54 vs．67．01±9．67，

141．69±14．75) ( P＜0．05) ，yet the scoring was not different between groups( 75．89±9．51 vs．74．66±10．17) ( P＞0．05) ．The acceptability for the two learn-

ing modalities was higher in PBL+CBS group than in simple LBL regarding stimulating learning interest，motivating active learning，and improving the diag-

nostic skills，ability of problem solution and analytic thinking．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tegrated PBL with CBS can better in-

struct undergraduates in leaning medical imaging．

【Key words】problem-based learning; case-based study; medical imaging; lecture-based learning

长期以来，我国医学影像学教育主要以传统的

讲授式教学模式 ( lecture based learning，LBL) 教学

法为主，然而随着医学影像学的快速发展，其弊端越

来越明显。如何才能适应现代医学影像学多层次教

育，培养高质量医学影像人才，需要进行教学方法的

改革，引入新的教学模式。近年来，以问题为基础的

教学模式( 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 ［1］和病例导

入式教学模式( case based study，CBS) ［2－3］是国内外

医学教学改革中采用较多的新的教学模式，但这两

种教学模式在医学教育领域各有其优缺点。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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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联合 CBS 教学模式在医学影像学中的教学效

果，我们在麻醉专业的医学影像学教学中尝试 PBL
联合 CBS 教学模式，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皖南医学院 2016 级五年制麻

醉专业的学生，以班级为单位 ( 共 8 个班) ，利用随

机数字表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4 个班 115 名

学生。实验组男 62 人，女 53 人，平均年龄 ( 21．4±
3．5) 岁，对照组男 63 人，女 52 人，平均年龄( 21．2±
2．7) 岁，两组性别及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05) 。
1．2 研究方法 两组学习内容均为第 7 版《医学

影像学》教材的骨关节与软组织系统疾病诊断部

分。由副高级以上职称教师授课。对照组: 采取

LBL 教学模式，根据教学大纲要求，以 PPT 的形式

讲授教材内容。实验组: 采取 PBL 联合 CBS 教学模

式，具体实施过程①给出典型病例及相应问题。上

课前 1 周将本系统的骨折、骨髓炎及化脓性关节炎、
骨及关节结核、骨肉瘤及骨转移瘤的病例以及根据

病例所设计的问题告诉学生，问题主要包括特征性

影像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其依据等方面。②分

析、讨论病例及相应问题: 学生利用已经学习到的基

础知识，通过多种途径查阅资料，对病例及问题进行

分析和讨论，得出可能的诊断、鉴别诊断及诊断依

据，并提出不理解的问题。③教师归纳总结。课堂

上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对争论较多的焦点和

疑难问题进行集中讲解，从临床病史、特征影像表

现、诊断及鉴别诊断方面对病例进行总结和归纳。
1．3 教学评估 教学完成后，以问卷的形式调查两

组学生对不同教学模式的评价，采用理论考试、读片

能力测评的形式考核两组学生所掌握知识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考核成绩以 珋x±s 表示，采用独

立两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考核成绩的差异; 采用 χ2

检验比较问卷调查各评价指标认可度的差异。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试卷及读片考核 采用 PBL 联合 CBS 方法教

学的学生读片技能测评及总成绩均高于 LBL 教学

下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0．05 ) 。详见

表 1。
2．2 问卷调查 两组学生( 共 230 名) 均参与问卷

调查，问卷完成率 100%。调查结果显示: 实验组学

生对各评价指标认可度均高于对照组，除有助于知

识点的记忆外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0．05 ) 。
详见表 2。

表 1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 包括理论考试和读片技能测

评各 100 分)

组别 理论考试 读片技能测评 总分

对照组 74．66±10．17 67．01±9．67 141．69±14．75

实验组 75．89±9．51 70．57±9．58 146．64±11．54

t 0．947 2．805 2．834

P 0．344 0．005 0．005

表 2 学生对两组教学法的评价［n( %) ］

具体评价内容 对照组 实验组 χ2 P

提高学习兴趣 75( 65．2) 95( 82．6) 9．020 0．003

激发学习主动性 74( 64．3) 98( 85．2) 13．280 0．000

有助于知识点的记忆 80( 69．6) 89( 77．4) 1．807 0．179

有助阅片能力的提高 30( 26．1) 91( 79．1) 64．890 0．000

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62( 53．9) 87( 75．7) 11．911 0．001

有助培养影像诊断思维 56( 48．7) 95( 82．6) 29．326 0．000

3 讨论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医学影像学在

临床疾病的诊断及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

影像专业的学生，临床各专业学生都应掌握基本的

医学影像学知识［4］。医学影像学包含全身各个系

统的疾病，范围广，医学影像知识系统、多样，与解剖

学、病理解剖学等基础医学的关系密切，因此，要求

学生掌握的内容多，且知识更新速度快，这就要求教

师要提高教学效果及效率，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教会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让学生理解和认识到影

像诊断的特点及“同影异病”和“同病异影”等概念

的含义，培养学生的影像诊断思维，从而更好地为临

床服务［5－8］。
传统医学教育模式［9－10］完全依赖于教师单方面

的讲授，知识的获取与应用分开，这种教学方法存在

以下弊端:①不利于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学生单

纯被动接受知识，容易产生依赖和期待心理，而学生

的积极参与、主动思考对于知识的“内化”和吸收十

分重要。②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师讲、
学生听，使得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机会减少，而临

床实践能力与影像诊断水平密切相关。③不利于因

材施教。讲授式教学难以兼顾不同学生间存在的个

体差异、知识水平、理解能力等，优秀学生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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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饱”的现象。④教师不能及时得到学生的反

馈情况，了解教学效果。因此探讨新的教学方法，提

高医学影像学的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通

过在麻醉专业的医学影像学教学中尝试 PBL 联合

CBS 教学法，希望探讨其教学效果。实施理由: ①麻

醉专业的医学影像学为考查科目，学生可能不太重

视，且认为麻醉专业与医学影像学关系似乎不密切，

因此，有必要评估这种状况下该教学方法是否可以

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②通过对该教学方法在非影

像专业的影像学教学效果的评估结果可能更具说服

力。
PBL 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在课前进行充

分的预习及思考，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及难以

理解的内容，教师通过对问题的讲解与学生进行互

动，最后总结所要讲解的相关影像学知识，近年来该

教学 方 法 在 医 学 教 育 领 域 应 用 较 多。有 研 究 表

明［11］，PBL 教学法可以提高学生的主动性，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临床诊断思维能力及自主解决问题的能

力。CBS 教学法则由教师准备典型病例，在课堂上

学生通过对典型病例的主动分析掌握知识点，最后

通过教师的归纳总结明确病例背后所包括的医学知

识。这种教学法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

可以培养学生的临床诊断思维，提高解决临床实际

问题的能力。PBL 教学法和 CBS 教学法各具优点，

两者相辅相成，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医学教育领域。
本研究显示实验组学生读片技能考核分数、总分数

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问卷调查显示

实验组学生除有助于知识点的记忆外各评价指标认

可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了 PBL 联合 CBS
教学方法有助于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实

践，培养学生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好的教学

效果，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尽管如此，这种教学方法的实施仍存在一定困

难，首先需要足够的师资和教学资源，教师要具备全

面的医学知识及组织能力。其次对学生自主学习和

解决问题能力的要求较高，否则会使学生的自主学

习变得教条和单一，产生抵触情绪。再者此种教学

方法所学知识以点带面，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学生

难以掌握完整的医学基本理论; 且课程容量小，学生

基础知识掌握不牢、不够全面。此外，该教学方法对

教师及学生而言过于耗时，教师及学生要有持续的

热情及耐力。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仍需结合实际情况

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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