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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ＣＢＬ）在老年心脏病科临床带教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于笔者医院老

年心脏病科实习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 ６０例，根据地域和成绩，将 ６０例学生平均分配至 ４个小组，随后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抽取

４组中的其中两组为观察组，另两组为对照组，每组 ３０例。观察组给予 ＣＢＬ教学模式教学，对照组给予传统授课模式（ＬＢＬ）教

学模式教学。比较两组学生的教学效果（包括理论考试成绩、问诊考试成绩）、批判性思维能力和教学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学

生的基础知识、病例分析、理论考试总分及问诊内容、问诊技巧、问诊考核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中 ７个维度评分和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为９３３％（２８／３０），高于对照组的 ７０．０％（２１／３０）（Ｐ＜０．０５）。结论　在老年心脏病科临床带教中，ＣＢＬ教学法不仅可以提高学

生的学习成绩，还可以明显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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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是美国研究者 Ｂａｒｒｏｗｓ于 １９６９年创立
的一种小组教学模式，该模式以学生自学为主，导师

指导为辅，旨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１］
。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ＣＢＬ）是在 ＰＢＬ的基础上延伸出的一种将教学理
念和临床教学紧密结合的新型、立体式教学方法，该

模式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

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方法，通过将

理论知识与临床应用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而且对具体临床病例的分析和探讨，使学生高效地掌

握了主要的理论知识点，提高了学生的临床技能，培

养了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２，３］
。目前，国外已将 ＣＢＬ

教学模式广泛用于教学实践，但是该模式在我国老年

心脏病科医学生实习过程中却较少应用
［４］
。近期，

笔者医院引进了 ＣＢＬ教学模式，将其用于老年心脏
病科实习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临床教学中，旨在

探讨ＣＢＬ教学模式用于老年心脏病科临床带教的可行
性，进而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取２０１８年１月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老年心脏病科

实习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６０例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①均为在校学生；②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③对
本研究知情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根据地域和成绩，将

６０例学生平均分配至 ４个小组；随后，以小组为单
位，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１、４小组分为观察组（３０
例），将２、３小组分为对照组（３０例）。观察组中，男
性 １８例，女性 １２例，年龄 １８～２６岁，平均年龄
２２．１±１．１岁，上学期的综合成绩为 ８５．２±６．０分。
对照组中，男性１６例，女性１４例，年龄 １８～２５岁，平
均年龄２１．７±０．６岁，上学期的综合成绩为 ８５．０±
５．５分。两组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上学期的综合
成绩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具有可比性。

表 １　两组研究对象基线资料的比较 （ｘ±ｓ）

组别
性别

男性 女性

平均年龄

（岁）

上学期平均综合

成绩（分）

观察组 １８ １２ ２２．１±１．１ ８５．２±６．０
对照组 １６ １４ ２１．７±０．６ ８５．０±５．５

χ２／ｔ ０．２７１ １．７４９ ０．１３５
Ｐ ０．６０２ ０．０８６ ０．８９３

　　２．方法：对照组给予 ＬＢＬ教学模式教学，以授课
为基础，依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制定教学幻灯片，

然后由授课教师直接进行讲解授课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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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给予 ＣＢＬ教学模式教学，即以病例为中
心进行教学

［６］
：（１）课前准备工作：由授课教师根据

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在综合考虑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的前提下，选取 １个典型的临床病例及其病历资料，
随后以病例为出发点，提出１０～１２个问题，并于授课
前发给学生。观察组学生再细分为３个小组，并以小
组为单位，每个小组负责解决３～４个问题，通过阅读
病历资料、思考及查阅资料，为课堂讨论做准备。

（２）课堂讨论：授课教师带领学生复习病历资料，然
后由小组组长就该组负责的问题发表观点，所有学生

共同参与讨论学习；最后由授课教师引导学生讨论、

归纳和总结，并对补充讲解所涉及到的专业知识；授

课教师给出第２例相似的病例，组织学生进行临床模
拟，并完整体现临床病例的诊断和治疗的整个过程，

从而巩固理论知识并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３）课后工作：以小组为单位，提交学习作业，解答该
小组负责的问题及自我收获。

３．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两组学生均进行了为期
６个月的临床实习，共计 ７２课时，其中每周 １次课堂
授课，每次４０ｍｉｎ，共 ２４次；每周 ２次科室讲课，每次
３０ｍｉｎ，共４８次。在实习结束后，对两组学生的教学
效果（包括理论考试成绩、问诊考试成绩）、批判性思

维能力及教学满意度进行评价。（１）理论考试：采用
纸质试卷进行闭卷考试，试卷总分为 １００分，题型为
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主要针对基础知识进行考

核，其中选择题１０分，名词解释１０分，简答题 ３０分，
病例分析题 ５０分。（２）问诊考核：选取 ３位教师为
评审小组，对两组学生进行问诊考核，总分为 １００分，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问诊内容考核（包括自我介绍、一

般情况、现病史、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等）及问诊

技巧考核，其中问诊内容共７５分，问诊技巧共 ２５分。
（３）批判性思维能力：采用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
ｓｉｏｎ，ＣＴＤＩ－ＣＶ）对两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行
评估。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 ０．９０，信度较
好

［７］
。量表包括寻找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

统化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认知成熟度

７个维度，共７０个条目，其中正性条目 ３０个，负性条
目４０个；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６对各条目进行计分，正性条目
采用反向赋值即６～１分，负性条目采用正向赋值即
１～６分。量表总分为 ４２０分，当总分≥２８０分时，表
示具有正性批判性思维能力；总分为 ２１１～２７９分时，

表示批判性思维能力倾向性不明；总分≤２１０分时，
表示具有负性批判性思维能力。（４）教学满意度：采
用自制的满意度调查问卷对两组学生的教学满意度

进行调查，量表总分为 １００分，总分≥７５分时为
满意。

４．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均符合正态分布，以均

数 ±标准差（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以例数和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１．两组理论考核成绩的比较：对两组学生的理论

考核成绩进行比较，观察组学生的基础知识、病例分

析和理论考试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表２）。

表 ２　两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的比较（ｘ±ｓ）

组别 基础知识 病例分析 理论考试总分

对照组 ３６．０±５．０ ３４．６±６．０ ７０．６±８．５
观察组 ４２．７±４．０ ４１．７±４．２ ８４．４±６．２
ｔ ５．７３１ ５．３１０ ７．１８４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两组问诊考核成绩的比较：对两组学生的问诊
考核成绩进行比较，观察组学生的问诊内容、问诊技

巧和问诊考核总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表３）。

表 ３　两组学生的问诊考核成绩的比较（ｘ±ｓ）

组别 问诊内容 问诊技巧 问诊考核总分

对照组 ５２．５±８．０ １３．８±２．４ ６６．４±８．７
观察组 ６４．７±５．８ １８．６±２．０ ８３．３±６．２
ｔ ６．７６２ ８．４１５ ８．６６５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两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比较：对两组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进行评估，观察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测量表中７个维度评分和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４）。
　　４．两组教学满意度的比较：对两种教学模式在学
生中的满意情况进行调查，观察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

满意度为 ９３３％（２８／３０），高于对照组的 ７００％
（２１／３０），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χ２ ＝５４５５，Ｐ＝
０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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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两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各维度评分的比较（ｘ±ｓ）

组别 寻找真相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批判性思维的自信心 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总分

对照组 ３６．７±３．０ ４０．０±４．７ ４０．６±５．２ ３６．６±６．１ ３７．２±３．８ ３９．７±５．７ ３８．４±６．８ ２６９．０±１３．１
观察组 ３９．９±３．０ ４３．３±４．９ ４３．２±４．２ ４０．９±４．４ ４２．７±４．２ ４２．３±３．９ ４１．７±５．０ ２９４．１±１１．１
ｔ ４．１３１ ２．６６２ ２．１３０ ３．１３１ ５．３１９ ２．０６２ ２．１４１ ８．００７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

　　三、讨　　论
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而老年心

脏病科相比于其他科室表现出较强的专业性及较高

的临床实践性，因而通常需要大量积累实践经验以较

好地掌握相关专业知识。但是，目前国内老年心脏病

科的临床带教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时间短、任务重

导致学生的实习质量很难得到保证
［８，９］
。ＣＢＬ教学

模式属于解决问题式的一种教学方式，通过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合作，较好地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发现，培养

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１０，１１］

。为了提高笔者医院老

年心脏病科的临床带教质量，本研究利用现有条件进

行了教学改革，探讨了 ＣＢＬ教学模式在老年心脏病
科临床带教的应用效果。

临床带教的关键为引导医学生将学习到的理论

知识成功转化为临床工作能力。相关研究显示，在临

床实习过程中，存在一部分在学校学习成绩非常优异

的本科院校医学生，但是其在临床工作中却表现出不

知所措，不仅增加了其心理负担，而且也严重影响了

其职业发展
［１２，１３］

。因此，如何有效培养医学生的核

心能力和综合素质，已成为目前临床带教的关注重

点。已有研究表明，ＣＢＬ教学法可以有效提高口腔医
学生毕业实习的考试成绩，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
［１４］
。莫春梅等

［１５］

研究表明，ＣＢＬ教学法在中医内科学临床带教中的应
用效果较好，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的基础知识、病例

分析、理论考试总分及问诊内容、问诊技巧、问诊考核

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批判性思维能力
测量表中７个维度评分和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究其原因可能为 ＣＢＬ
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更易接受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而

有效提高教学质量；而且，通过病例分析，ＣＢＬ教学模
式对提高医学生的临床技能和巩固记忆具有极大优

势。ＣＢＬ教学过程中，教师在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引
导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且学生在自学及自由讨论的

过程中实践及验证了自我的批判性思维方式，这在

ＬＢＬ教学过程中很难实现。本研究还显示，观察组学

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提示与被动式学

习方式比较，学生更倾向于接受主动式学习。

综上所述，ＣＢＬ教学模式在老年心脏病科临床带
教过程中的应用效果较好，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基础

知识成绩和问诊成绩，而且还有利于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的提高，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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