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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文旨在探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科

基地学员的价值。方法：选择2021年9月~2024年8月在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内科基地接受规范化培训

的住培学员随机分为观察组(传统教学与PBL教学法相结合教学模式，45名)和对照组(传统教学方式，45
名)。以出科考核成绩作为评价指标。结果：出科理论考试成绩观察组住培学员(85.71 ± 6.43分)高于对

照组住培学员(80.95 ± 5.41分) (P < 0.01)；观察组住培学员临床实践技能考核均优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传统教学与PBL教学法联合有利于加深住培学员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能

力，提升内科基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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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 in the standard-
ized training of internal medicine base students for resident physicians. Methods: Residents who 
received standardized training at the Internal Medicine Base of Minh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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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dan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2021 to August 202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Combin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with PBL teaching method, 45 students) and control group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45 students). Us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resident trainees (85.71 ± 6.43 points) had 
higher scores in th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than the control group (80.95 ± 5.41 points) (P < 0.01). 
The clinical practice skills assessment of resident physicia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PBL 
teaching method is beneficial for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mong res-
ident physicians, cultivating self-learning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tandardized training for resident physicians in internal medicine 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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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医学生教育亟待与时俱进，传统教育体系存在碎片化、过时和僵化等系统性问题，如何因地制

宜的培养出掌握并灵活运用各类新知识，具备批判性思维，遵循医学伦理的医学人才，使他们能够适应

团队协作的需求，实现高质量医疗服务是各医学生规范化教学基地的工作重点，提高毕业生核心胜任力

成为目前规范化规培基地的工作重点[1] [2]。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3]是一

套设计学习情境的教学方法；是指问题式学习或者项目式学习的教学方法，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

的医学教育，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本研究将 PBL 教学法在内科住培医师临床带

教中，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总结如下。 

2. 资料及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1 年 9 月~2024 年 8 月在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内科基地接受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随机分

为观察组(传统教学与 PBL 教学法相结合教学模式，45 名)和对照组(传统教学方式，45 名)。两组学员在

年龄、入院考核成绩等方面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 0.05)见表 1，所有参加带教的老师均通过市级住培带

教师资培训且考核合格。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wo groups of resident trainees ( sx ± ) 
表 1. 两组住培学员的一般资料( sx ± ) 

临床资料 例数 年龄 入科时理论考试成绩 

观察组 45 23.98 ± 1.85 75.39 ± 2.41 

对照组 45 24.35 ± 1.76 76.18 ± 3.71 

T 值  1.023 2.348 

P 值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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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2.2.1. 观察组  
观察组教学采用传统教学与 PBL 教学法联合的模式。具体步骤：(1) 选用分组学习的方法，首先指

导学员自由结成学习小组，并鼓励学习小组中吸收不同年级学员参加，每组设小组长、板书记录人、材

料整理人。(2) 带教老师给出由教学团队根据学习大纲撰写的病例。(3) 小组长负责将问题分配给小组成

员，小组成员查找文献相关资料。小组内进行自由讨论并提出新的问题。(4) 期间带教老师根据讨论情况

适当提出问题以引导学员学习，或针对学生遇到的问题向学生推荐书目、参考资料或查找资料的方法，

并暂缓评价。(5) 小组长再次将问题分配给小组成员，重复以后步骤，直至问题解决。(6) 召开集体讨论

会，会上精选讨论中表现突出的小组或个人报告相关的知识点，带教老师参与学生讨论并做出评价，使

教学成果惠及更多的学员。 

2.2.2. 对照组  
采用传统带教方式，教师为主体的专题讲座进行教学，具体步骤：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

办法》要求对内科基地住培学员进行培训，理论培训内容全部由教师讲授完成，操作部分由住培学员根

据带教教师的讲解自行练习。 

2.3. 观察指标 

带教老师分别对两组学生进行统一考核，具体考核分为两个部分：笔试闭卷出科理论考试及实践技

能考核。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两组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3. 结果 

3.1. 实验组和对照组经过系统学习后出科情况 

观察组住培学员出科理论考试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住培学员，观察组学员对技能考核成绩显高于对

照组，两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graduation assessment between two groups of residential training students (score, sx ± ) 
表 2. 两组住培学员出科考核对比(分， sx ± ) 

组别 基础理论考试 技能操作考核 

观察组 85.71 ± 6.43 75.68 ± 12.91 

对照组 80.95 ± 5.41 68.64 ± 11.73 

T 值 2.364 2.546 

P 值 <0.01 <0.01 

3.2. 两组住培学员临床技能对比 

观察组临床相关技能(病史采集、体格检查、人文医学、临床思维、组织协调)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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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arison of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ies between two groups of residential trainees (score, sx ± ) 
表 3. 两组住培学员临床实践能力比较(分， sx ± ) 

项目 病史采集 体格检查 临床思维 人文医学 组织协调 

对照组 14.35 ± 0.76 12.11 ± 0.85 15.93 ± 0.53 16.45 ± 0.42 13.47 ± 0.29 

观察组 17.83 ± 0.49 15.93 ± 0.94 17.61 ± 0.76 18.73 ± 0.54 17.26 ± 0.84 

t 值 3.965 4.253 3.527 3.957 4.832 

P 值 <0.001 <0.001 <0.05 <0.001 <0.05 

4. 讨论 

PBL 教学法是在临床带教老师的组织下，由老师提出问题，学员通过查询相关文献和资料，解答并

发现新的问题，在这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扎实掌握临床知识[4]-[6]。2015 年

起我国全面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该项目的扎实实施是医院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关键所在。

也是为基层年轻医师提供了一个强基础、助提高的绝佳学习机遇的培训模式[7] [8]。PBL 与其说是一种学

习与教学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教学策略，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教学理念与教学价值观，是“知行合一”

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9] [10]。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素质教

育的呼声越来越高。提高素质教育的关键是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无论是教育理论还是教育实践领

域，都应该从关注“如何教”转到关注“如何学”，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已经严重束缚了教学

质量的提高。教育者的任务不在于传授了多少知识给学习者，而在于教会学习者如何学。大教育家陶行

知说过：在教学过程中，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教育者的任务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

鱼”[11]-[13]。 
对内科基地住培医师开展临床教学活动采用 PBL 教学模式，让住培医师有的放矢，带着问题和任务

去学习，学会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带教老师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则主要起到引导、启发和纠错

的作用[14]-[16]。整个住培教学活动中充分体现住培医师作为主要的参与者，从而达到触类旁通的教学效

果，提升其临床技能[17] [18]。 
在本次研究中，首先组建了一支业务精湛、结构合理、高素质、专业化导师队伍。筛选并撰写教案，

案例选择是教学活动的起点，案例作为学员学习的焦点、讨论的框架，在 PBL 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应遵循引导学员基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分析、处理临床问题。所撰写的案例符合以

下三点：案例必须是学员在其轮转过程中或在其未来的专业领域可能遇到的“真实世界”的案例，结合

内科疾病起病缓急、病情轻重的特点，以期达到培养学员的临床思维，为其未来临床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同时所选案例还要能够帮助学员复盘已学习过的知识，发现问题，通过查阅资料文献来解决问题；所选

案例还需具有典型性，能够模拟患者就诊的全过程，案例整合基础和临床的学科知识、体现设计者的思

路和目标。案例还应涉及医患沟通、人文关怀等内容。这样，学员不仅要学习医学知识，还要综合环境

因素、法律因素、社会因素、患者的心理因素、经济条件等问题，提高学员处理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临

床带教老师也可以根据案例的具体内容对案例进行完善并结合案例提出问题。PBL 教学目的是培养学员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案例问题的设计必须紧密结合疾病的发展、疾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治过程，由

浅入深、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设计问题，既要符合学员理论水平，还要适当设置悬念，从而能激发学

员的好奇心。让学员有兴趣利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员主动学习的能力。在整个 PBL
教学过程中，带教老师由传统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员自主学习的指导者。因此 PBL 教学中教师的职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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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转变，越来越少地直接传授相关知识，更多的激励学员思考并自主学习知识。每个小组学员为 5 人，

以保证每一位学员都能参与其中讨论，作为学员主动学习的促进者，带教老师应该积极地旁观；学员在

自主观察、讨论时，带教老师要真实感受学员的所思所想，随时掌握各种情况，考虑下一步如何指导学

员的学习；带教老师要为学员营造宽松的讨论环境，引导学员畅所欲言，肯定学员在任何一方面表现出

来的才能，使学员思考更加积极、思维更加活跃。带教老师的表扬与肯定可以提高学员的积极性，增强

学习效果。在讨论中要注意培养学员口头表达观点的能力、协作能力等。 
PBL 教学与传统教学在教学方法、教学目标、学生角色和教师角色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些区

别反映了两种教学方法的不同侧重点和适用场景：PBL 教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强调学生通过

解决实际问题来学习知识；以培养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总之 PBL 教学强调以学

生为中心，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促进学习，而传统教学法则更侧重于教师的讲授和知识的单向传递。PBL
教学模式有促进学员自主学习能力的内在动力机制，且该过程存在“级联效应”[19] [20]。 

本项研究发现观察组住培学员在出科理论考试及临床技能考核都明显优于对照组。采用 PBL 模式联

合传统教学方法，对提高和培养学员批判性思维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体现了传统教学联合 PBL 教学法

的模式在住培教学中具有良好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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