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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PBL联合思维导图在中医外科临床带教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2023年1月~2024年1月在我

院40名实习医生随机分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各20例。对照组予以LBL教学法，观察组予以PBL联合思维

导图教学法。比较两组学生对课程、授课老师满意度情况以及出科考试成绩。结果：观察组在对课程、

授课老师满意度情况以及成绩上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组(P < 0.05)。结论：PBL联合思维导图在中医外科临

床带教中更能获得良好的临床带教效果，在理论成绩、实践成绩、课程满意度、授课老师满意度上均有

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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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BL combined with mind mapping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urgery. Method: Forty intern doctor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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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to January 202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2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LBL teaching method,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BL combined with mind map teaching method. Compare the satisfaction of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ith the course, the teaching staff, and the results of the final exams. Result: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staff, and 
grades tha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BL combined with mind mapping 
can achieve better clinical teaching effec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urgery, with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rades, course satisfaction, and teach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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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医疗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健康中国”已成为国家健康战略，人们对于健

康意识越来越重视，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即将毕业在校生而言，为了能更好地适应

严峻的就业形势，使自己能够毕业后能够尽快地融入到社会，同时能够为自己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毕业实习是必不可少的阶段[1]。中医外科疾病亚专科多，知识面广、抽象，且主要以临床操作为主，在

理论知识以及工作岗位的相关技能上对医生提出了极其重要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需要有胜

任岗位的能力，包括极强的临床诊疗思维，以保证手术的安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但是传统的

教学法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发现有着学生主动性差、缺乏创新、缺乏主动思考的能力以及缺少团队合作

的特点，同时我们的教学团队存在着教学意识和教学方法良莠不齐的现状，导致我们的教学效果以及质

量不一。现笔者将 PBL 联合思维导图应用于临床教学工作中，引导学生自主思考以及学习，强化了医疗

的教育效果，获得了较好的课堂效果[2]。现汇报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在我院实习的医生 4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20 例以及观察组 20 例将所有学生进行

编号。首先将 40 名学生从 1 编号至 40。将产生的 40 例受试者接受处理(对照组和观察组)随机安排，即

列出流水号为 01~40 岁所对应进行分配，1~20 号为对照组，21~40 号为观察组。对照组：男性 10 名，女

性 10 名。平均年龄(23.58 ± 3.35)岁；本科 13 例，专科 7 例。观察组：男性 7 名，女性 13 名。平均年龄

(24.27 ± 2.12)岁；本科 15 例，专科 5 例。对照组和观察组的资料对比无意义(P > 0.05)。纳入标准：学生

为全日制医学院校本科或者专科学生；老师为经过我院遴选且聘任的带教老师。所有入组学生对于本研

究均知情，且自愿参加本次研究。排除中途退出的学生。 

2.2. 方法 

对照组使用传统的 LBL 教学模式，以老师根据教学大纲讲解、学生听课为主的教学模式。观察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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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BL 联合思维导图教学法。具体方法：PBL：每 10 位学生分为 1 组，共分为 2 组。老师提前 1 周根据

科室实际病人定好教学计划、教学目的，围绕实习教学大纲提出相关问题，提前发放给学生，学生根据

问题借助互联网以及文献检索查找相关内容，再根据检索到的内容进行相关的讨论。思维导图教学法：

完成讨论后，老师对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同时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根据知识点完成思维导图的绘制，

然后再进行相关的实践操作。学生在检索相关内容、绘制思维导图、实践操作的过程中完成相关知识点

的记忆。例如急性阑尾炎，一是先提出基础知识，包括阑尾的生理和病理解剖结构。二是让学生设计手

术方式，包括手术中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解决方案。三是术中风险的防范以及术后需要注意的事项。小

组进行讨论，搜集资料，再进行总体汇报。 

2.3. 观察指标 

1) 比较两组学生的出科考试成绩，出科考试分为理论成绩以及实践成绩满分成绩均 100 分，分数高

者占优势。 
2) 评估学生对课程及授课老师满意度。根据满意度评分表予以评分，满分为 100 分，分值越高，则

满意度也越高。 

2.4. 统计学方法 

将本次研究中的观察指标数据使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处理，以( x s± )表示出科考核成绩、对课程

和授课老师满意度。数据对比采用 t 检验。P < 0.05 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观察组学生的理论、实践成绩均高于对照组，且对课程满意度、授课老师满意度评分也高于对照组

(P < 0.05)。详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curative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表 1. 两组观察疗效比较( x s± ) 

组别 理论成绩 实践成绩 课程满意度 授课老师满意度 

观察组 82.56 ± 2.45* 83.37 ± 4.01* 82.12 ± 2.41* 84.26 ± 3.19* 

对照组 94.26 ± 3.21 93.12 ± 2.23 92.56 ± 2.32 95.12 ± 3.31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4. 讨论 

中医外科学是一门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临床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探索外科学的发生、发展

规律以及保健的一门学科。该学科是实习过程中的一门必修课，也是培养我国中医外科人才的重要组成

部分。由于外科学所包含的疾病众多，发病机制各有不同，手术种类也多，对于教学方式提出了极高的

挑战。随着知识的日新月异，如何完善临床教学方法，使学生在能够更好地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提高

教学质量，这对于成为了我们带教老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3]。学生在中医外科相关工作岗位上实习，需

要不断学习与自己所学中医外科相关工作岗位以外的业务知识，以及通过阅读相关资料获取中医外科相

关工作岗位的理论知识和中医外科相关工作岗位职能。但是这些都来自于课本，源于中医外科相关工作

岗位前人的研究总结。中医外科学是一门对实践医学要求极强的学科，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该门学

科中有极高的要求[4]。我们在书本讲授的有太多是抽象的中医外科相关工作岗位知识，没有经过实践，

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容易出现理论和实践脱钩的情况。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要在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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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生学会求知，敢于探索，钻研中医外科工作岗位相关领域知识，自觉主动去求知。自主探索、自

觉学习最新中医外科相关工作岗位知识，不断在中医外科岗位工作上创新，才是成功必由之路[5]。传统

教学法(lecture-based learning, LBL)作为我国主流的基础的教学模式，它在平时教学中应用最多，它的模

式是由教师根据教学要点讲述教学内容，使老师在课堂上能够有更多的主导权，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可以

机械地获取系统的完整的知识理论。老师习惯于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节约人力以及财力。但是却让学

生失去了很多主动思考的机会，被动地接受老师灌输的知识[6]。传统教学法发现学生在课堂中除了欠缺

主动思考的能力，还缺乏了对专业相关内容主动学习的兴趣[7]。而人才的教育最重要的点在于是否能够

通过自主学习去主动去吸收知识，结合当前信息时代的发展，将最新科研以及自身实践转化为自身的知

识，并进行新的探索。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要求老师对当前的教育

方式进行不断地优化、创新以及改革，让学生对课程的认识更主动、更直接，积极的互动可以产生良好

的循环，从而培养全方面发展的优秀医学生。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法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早在 1969 年就应用于麦克马

斯特大学的医学课程中，后续它的教学效果被世界各国所广泛承认以及应用，如美国、加拿大、土耳其

等[8]。它将应试教育转为素质教育，以小组合作为形式，将教学方式的重心由教转化为学，通过情景或

者问题去主动探索知识，积极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增强了学生解决问题的素质[9]。老师是 PBL 教学的

设计者，根据教学大纲提出问题，学生根据问题去检索相关知识，有利于学生了解最新专业知识。在教

学过程中，老师需要掌控全局的能力，也需要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因此，除了对于教案需要精心设计，

还需要围绕着问题，激发学习的兴趣，锻炼学生将理论和实践结合，提高了知识基础和临床能力。通过

探索这些问题，学生需要主动思考，以及主动寻找问题的答案、解决的方案。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可以

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而且合作的模式也有利于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也存在相关的

问题，比如学生在找寻问题中因思维过于发散而抓不住重点，条理混乱。因此，PBL 和思维导图的结合

就显示出了极其重要的地位[10]。思维导图(mindmapping)最早来源于英国，是通过图像、线条的方式将琐

碎的知识以隶属和层级的表现方式具体化、层次化，重点突出，有利于记忆[11]。它的核心要点是从主干

向分支散发知识点，以便于对相关知识点进行抽丝剥茧，而学生可以通过思维导图对琐碎的、混乱的相

关知识点进行整合，理清思绪，并在对图形的反复调试、完善过程中不断了解相关的知识内容。学生在

思维导图的制作过程中需要回忆课堂的知识点，并对这些内容进行整合、提炼、加工，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表达出来，同时在此过程中反复记忆。因此，思维导图既可以利用视觉感官来提升学习兴趣，还可以

通过思维导图的图形来明确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利于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学习架构，培养了学生清晰的

逻辑思维，同时还有利于老师用来评价课堂的教学成果，来验证学生对于疑难点以及重点学习是否有效

掌握，并根据结果及时调整教学方法[12]。在讨论的过程中，以 PBL 为导向，结合思维导图，能够使思

维过于发散、抓不住重点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容易将相关知识串联起来，再结合各组之间进行讨论，

也更容易记忆，不仅提高了学习的效率[13]，而且提升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集体荣誉感，激发学习兴

趣。学生通过自行查阅相关知识，有效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使他们能对知识有长时的记忆，也使老师

能够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14]，提升教学价值，也弥补了 PBL 教学法教学效率欠佳、知识点分散、效率

欠佳的缺点，对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提升。 
综上所述，观察组在对课程、授课老师满意度情况以及成绩上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组。PBL 教学法以

及思维导图的本质是提高学生的主动性，通过指向性思维的引导和学生之间合作的方式，逐步形成外科

治疗理念。但是要注意过程中的趣味性，有利于提高老师的教学质量，达到教学效果同质化，值得临床

教学推广。但是本研究同样存在着一些不足以及局限，比如样本量欠多、区域限制等，同时研究范围也

局限于中医外科，希望日后有机会能扩大研究的范围，包括其他学科以及区域，也希望能够增加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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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验证其有效性，提高严谨性。在此过程中，也发现有一部分学生无法完全适应这种教学方式，由于应

用计算机能力欠佳、对于思维导图的制作不够熟悉，以及学生本身对于知识储备欠丰富等原因导致制作

思维导图的时间过长，认为这种学习方法负担过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老师的鼓励以及学生的坚持

学习。另外，PBL 教学法对于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老师具有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宽广的知识

面、极强的控场能力、优秀的口语表达能力、完善的信息硬件设备，这些能力对于基础医院老师来说是

个挑战，因此需要我们反复地摸索、锤炼、改进。同时，由于学生长期适应传统的教学模式，新的教学模

式需要老师耐心地引导，才能真正地化被动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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