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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营养学课程涉及面广，且实践性非常强，所以单纯以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Lecture-Based Leaning, 
LBL)很难达到人才培养目标。在公共营养学课程教学中将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 CBL)、基于任务驱动的教学法(Task-
Based Leaning, TBL)和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Research-Based learning, RBL)进行整合，取长补短，

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并提升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理论联系实践、与人沟通

的能力，也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科普志愿服务意识，并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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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Nutrition courses encompass a diverse array of topics and emphasize practical application, 
making it challenging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talent solely through traditional Lecture-Based Learn-
ing (LBL) methods. In Public Nutrition course teach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Case-Based 
Learning (CBL), Task-Based Leaning (TBL) and Research-Based learning (RBL) will be adopted. The 
integration of PBL, CBL, TBL and RBL can maximize students’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improve stu-
dents’ ability to discover, analyze, solve problems, connect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t can also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consciousness of volunteer servic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enhance students’ sense of team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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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营养学主要研究人群的营养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和营养改善的途径，探讨平衡膳食、合理营养

与疾病健康的关系，具有宏观性、实践性、社会性和多学科性的特点。通过公共营养学课程教学，旨在

帮助学生发现人群营养相关问题，并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理解营养因

素与非营养因素之间的联系、膳食营养与疾病预防之间的关系；通过讲述食物营养政策法规、营养调

查和营养监测等政府宏观行为，为学们今后在实践工作中推动大人群的营养改善奠定坚实的基础。公

共营养学课程的知识点比较复杂，涉及面比较广，涉及政治、经济、农业政策、环境等多方面，且实践

性非常强，所以单纯以传统的 LBL 为主的教学方式很难达到人才培养目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

报道了 PBL 教学法、CBL 教学法、TBL 教学法和 RBL 教学法在不同课程教学中展现出了巨大优势，

且融合其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课程教学方法在实际教学中取得了良好成效[1]-[4]。因此，我们亟待探索

PBL + CBL + TBL + RBL 教学法在公共营养学课程中的整合与应用，为提高公共营养学课程教学效果

提供参考。 

2. 实施 PBL + CBL + TBL + RBL 教学法整合的必要性 

LBL 是以教师授课，学生听课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往往形成了老师单向灌输、学

生被动接受的局面，我们不难看出传统教学法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其中作为认知主体的学生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都始终处于被动地接受知识的状态，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被忽视，因此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 
PBL 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是一套设计学习情境的完整方法，也被称作问题式学习[5]。PBL 学习

的核心是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去优化传统教育中的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出学生的创造力和潜能，让

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PBL 教学法恰好可以弥补 LBL 教学法的缺陷，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

性。但是，PBL 教学法也存在教师监管力度不够、组员之间组合有一定的难度和组长领导力不够等问题，

因此，单纯靠 PBL 教学法难以实现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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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L 是基于 PBL 发展起来的全新的教学法[6]。CBL 以典型的病例讨论为问题，使学生将理论与临

床应用相结合，从而对疾病的诊治有更深刻的认识。该教学法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调动所有成员参与，在

过程中积极总结并推进讨论；小组成员需积极思考并讨论案例，并推选一名小组成员回答问题；这恰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 PBL 教学法形成互补。但是 CBL 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每个学

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各异、理论知识与临床应用相结合能力有差别、个别同学积极主动性相对缺乏；

因此单纯采用 CBL 教学法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TBL 是指教师布置相关任务，让学生在任务的驱动下开展学习活动[7]-[9]。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学生

实现自己动手，主动思考，发现、分析、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从而获得成功的喜悦，树立自信心。这恰

好在一定程度可以弥补 CBL 存在的弊端。 
RBL 是一种与分析、综合、评价等活动相联系的研究性学习模式[10] [11]。教师课前设置与课程相关

的研究主题，学生自主进行文献检索并制作 PPT，随后进行汇报。因此，RBL 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文献

检索、PPT 制作和文献汇报的能力，并提升学生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部分学生进入研究生学习阶

段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在课程教学中将 PBL、CBL、TBL 和 RBL 四种教学法进行整合，可以取长补短，并发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为提升教学效果提供强有力地支撑

[12]-[14]。 

3. PBL + CBL + TBL + RBL 混合式教学法在公共营养学课程中的构建 

3.1. 优化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资源 

教学内容是否合理与教学目标能否实现密切相关，教学资源是否丰富也是影响教学过程的重要因素。

因此，教师对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必须进行充分的打磨和加工。教学内容需紧扣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确定本课程的教学重点内容是公共营养技术(如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膳食指南与膳食指导、营养调查、营养监测)和公共营养实践(营养教育、营养咨询、公共营养现场工作、

公共营养改善等)，需熟悉营养相关慢性病(如营养与肥胖、营养与心脑血管疾病、营养与糖尿病、营养与

肿瘤、营养与痛风、营养与骨质疏松、营养与肌衰症、营养与阿尔茨海默病)，了解公共营养管理(如食物

与营养政策法规、公共营养人才培养、食物资源利用与改造等)。我们利用雨课堂线上学习平台建设了课

程的资源，主要包括习题、慕课、短视频、与课程密切相关的论文、微课等。在整合教学资源时，要始终

将 PBL、CBL、TBL 和 RBL 4 种教学法嵌入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为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做好铺垫。 

3.2. PBL + CBL + TBL + RBL 混合式教学法的构建——以理论课为例 

3.2.1. 课前 
教师可以利用雨课堂、学习通等网络教学平台，提前给出本次课堂的重点、难点及需掌握和熟悉的

知识点，并给出与相应的教学案例，并提出问题，让每一位同学线上回答问题(后续需计入总成绩中)。例

如，在讲述营养教育时，我们课前在雨课堂网络教学平台给出有关不良饮食行为的有关案例，并提出三

个问题：一是该患者存在哪些不良饮食行为？二是你该如何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三是我们怎样才能做

到平衡膳食呢？在课前抛出问题，让学生们积极思考，让每一位同学必须参与作答，从而调动每一位同

学的积极性，进而实现了 CBL、PBL 和 TBL 三种教学法相结合。 

3.2.2. 课中 
教师可通过课前给出的案例导入新课，通过案例引出本次课所涉及的知识点。例如，在讲述营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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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时，我们该如何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呢？这是时就引出了营养教育方法和实施步骤。在这过程中需要

师生进行互动，实现共同参与。主要遵循以下步骤：① 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围绕问题进行学习和讨论；

② 教师适当进行引导，引发和帮助同学们思考；③ 学生积极主动回答问题；④ 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归

纳和总结。在课堂上，教师同时将 CBL、PBL 和 TBL 三种教学法相结合，起到了环环相扣，3 种教学法

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3.2.3. 课后 
教师可以利用雨课堂、学习通等网络教学平台布置一些与本次课程相关的思考题。以营养教育这一

次课的内容为例，老师可以布置以下作业：① 我们该如何设计营养教育的方案？② 我们该如何实施营

养教育的方案？③ 如何评价营养教育的效果？上述问题属于本次课当中比较具有挑战性、前瞻性的话

题，这不仅需要学生利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也需要学生们通过文献数据库查阅相关资料，从而探究相

关领域的前沿动态，自主学习如何设计营养教育的方案，然后学生以 PPT 汇报的方式展示营养教育的方

案，老师在学生汇报结束后进行点评；学生需在现场实施营养教育活动，并评价营养教育的效果。课后

思考题的完成，其中 RBL 教学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教师在课后要收集学生的作业，仔细批

阅，对学生作答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一对一的线上或线下指导，并及时进行教学总结，为进一步优化教

学设计奠定基础。 

3.3. PBL + CBL + TBL + RBL 混合式教学法的构建——以实践课为例 

公共营养具有宏观性、实践性、社会性和多学科性的特点，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结合课程的特

点，进而构建 PBL + CBL + TBL + RBL 混合式教学法。随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国民营养

计划(2017~2030 年)等文件落地，作为一名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的学生，我们要充分发挥营养科普主力

军作用，努力学习营养科学知识，增强自身营养科普能力，共筑合理膳食的营养科普生态环境，为促进

全民营养健康奠定良好的基础。我们以“全民营养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为契机，充分利用医

学院校营养科普资源，对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的学生等开展营养科普培训，并在全校范围内举办了“全

民营养周”活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等系列活动。 

3.3.1. 课前准备 
课前，教师给同学们发布了“全民营养周”活动的相关视频，并布置了“全民营养周”“5·20”中

国学生营养日营养宣教的设计与实施任务，从而实现了 CBL + PBL + TBL 教学法的结合。 

3.3.2. 线上传播活动 
由于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手机、电脑、平板等方式了解外界信息，并与外界交流，因

此非常有必要增加线上传播活动的策划力度。同学们以 QQ 群、QQ 动态、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等形式广

泛传播营养知识，同时也利用学校主流媒体(易班微社区)、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宣传“全民营养周”、

“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相关内容，提升社会影响力和全民参与度。 
参照国内外相关资料、问卷，自行设计大学生营养调查问卷。这一过程中需要学生自主查阅文献，

学者如何设计营养调查问卷，从而实了 RBL 教学法。 

3.3.3. 线下落地活动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的学生围绕 2022 年全民营养周和“5·20”中国学生营养日的宣传口号和主

题开展科普及公益落地活动。活动现场采用张贴横幅和海报、派发营养宣传手册、营养知识宣讲、营养

知识有奖竞猜、营养知识有奖背诵等方式，让参与者在愉悦的气氛中学习营养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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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构建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体系不能只重结果而忽略过程，因此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试都相当重要，考核采用线上与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借助学习通、雨课堂等网络平台使过程性考核变得系统化和全程化。本课

程包括过程性评价(占 40%)与期末成绩(占 60%)。其中过程性评价包括线上签到(10%)、平时作业(10%)、
雨课堂课件(5%)、课堂互动(20%)、讨论(20%)、PPT 制作与汇报(15%)、课后思考(10%)、社会实践(10%)。 

期末考核除了考核课程必须掌握、熟悉的知识点之外，还应加入与本课程密切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

如给出一则新闻报道：郴州永兴县一家母婴店将一款名叫倍氨敏的蛋白固体饮料冒充“特殊医学配方食

品”售卖给家长。当地多名儿童服用倍氨敏后出现湿疹、体重严重下降、头骨畸形酷似“大头娃娃”等异

常情况，被当地医院确诊为佝偻病。提出以下 3 个问题：① 特殊医学配方食品的定义。② 如何选择特

殊医学配方食品？③ 你从视频中得到什么启发？也可结合近些年来非常热点的“全民营养周”，考核学

生们对当年举办的全民营养周的口号、主题内容的了解情况。 

5. 教学效果评价 

5.1. 提升了学生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论身处学校还是以后步入社会，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容忽视的[15]。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我们

利用 PBL + CBL + TBL + RBL 混合式教学法积极引导学生们解决案例分析中呈现的具体问题，在这过程

中就需要学生查阅查阅文献、书籍等资料解决相关问题，在这过程中提升了学生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5.2.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在教学过程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16] [17]，因此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就显

得尤为重要。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采用“抛出案例” + “提出问题” + “驱动每一位同学作答” + “查

阅资料，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且学生在这个过程的表现与课程考核成绩直接挂钩，在这过程中可以

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5.3. 培养学生们的科学素养和科普志愿服务意识 

“全民营养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活动现场参与人员众多，络绎不绝，使得许多其他专业的

同学、教师和工作人员纷纷驻足，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的学生们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和《中

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向现场参与人员讲解食用“全谷物”、多吃“深色蔬菜”、保持“平衡膳食”

和“吃动平衡”的健康理念，并大力宣传中国学生营养日，使公众深刻感受到“膳食有宝塔，平衡并不

难”“营养提高生命质量，宝塔引领健康生活”的真正含义。在这过程中，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的学生

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和《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的认知更加深刻，科学素养得到提升，

营养科普、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得到升华。 

5.4. 提升了学生们的理论联系实践、与人沟通的能力 

在社会实践中学生们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并传授相关营养学知识，需学会与人沟通。因此，学生们从

中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们的理论联系实践的

能力，并提升了与人沟通的能力。 

5.5. 增强了学生们的团队意识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需要大家团结协作，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完成。学生们为了最大限度的调动活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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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气氛，增强参与者的积极性，大家不计个人的得与失，纷纷拿出个人物品作为活动礼品的补充。这

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在这次活动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同学们纷纷感叹，在大学四年里，我们终于成功举

办了一次班级团建活动！看着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深深感受到学生们开心与满足，同时班级

凝聚力得到增强，也大大增强了同学们的团队意识。 

6. 结语 

随着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政策的出台，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普及营

养健康知识、优化营养健康服务、完善营养健康制度、建设营养健康环境、发展营养健康产业为重点，

立足现状，着眼长远，关注国民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营养健康，将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营养健康需求，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建设健康中国奠定坚实基础。因此，作为食品卫生

与营养学专业的教师，我们应该整合 PBL、CBL、TBL 和 RBL 教学模式，取长补短，在课程教学中传授

真正的本领，增强学生们的科学素养、科普服务意识、理论联系实践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增强学生

们的团队意识，为公众普及营养健康知识，为建立健康中国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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