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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 ＰＢＬ 教学模式在眼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ꎮ
方法:眼科护理学专业 ２ 个教学班 ９０ 名学生纳入研究ꎬ以
«眼科护理学»期中考试成绩为基线成绩ꎬＬＢＬ 组采用传
统教学ꎬＰＢＬ＋ＬＢＬ 组在传统教学方法基础上进行 ＰＢＬ 教
学ꎮ 比较两组期末考试成绩、课程满意度和自我主观
感受ꎮ
结果:ＬＢＬ 组基础知识、操作技能和案例分析的期末成绩
与基线成绩无差异(Ｐ>０ ０５)ꎻＰＢＬ＋ＬＢＬ 组三项期末成绩
较基线成绩提升(Ｐ < ０ ０５)ꎬ且高于 ＬＢＬ 组(Ｐ < ０ ０５)ꎮ
ＰＢＬ＋ＬＢＬ 组课程的兴趣和满意度均高于 ＬＢＬ 组 ( Ｐ <
０ ０５)ꎮ ＰＢＬ＋ＬＢＬ 组主动学习和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自学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的比例高于 ＬＢＬ 组(Ｐ<
０ ０５)ꎮ
结论:ＰＢＬ 和 ＬＢＬ 相结合能有效提高高职学生眼科护理
学的教学效果ꎬ加强了临床适应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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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ＰＢＬ)作为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ꎬ１９６９ 年由美国
神经病学教授 Ｂａｒｒｏｗｓ 首创ꎬ逐步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模式
的改革热点[１]ꎮ ＰＢＬ 的精髓在于发挥问题对学生学习过
程的指导作用ꎬ通过采用以临床实际问题为基础ꎬ以学生
为主体ꎬ教师为导向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ꎬ从而加
强学生自主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２－３]ꎮ 但目前国内
对 ＰＢＬ 的研究多应用于各大高等医学院校ꎬ高职院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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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ＰＢＬ 的研究相对较少ꎬ尤其是对于眼科学这一专业
性较强、实践性较强、各种眼病临床变化较多的二级学科ꎬ
研究尚处于相对空缺的状态ꎮ 眼科高职院校学生见习时
间较短、课时任务较重ꎬ无法真正将所学所想与临床实际
应用相结合ꎬ使其在很多临床问题的处理上存在较大的盲
目性ꎮ 因此ꎬ在其积累眼科知识的同时ꎬ开展 ＰＢＬ 教学
法ꎬ提高学生面对临床问题时的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至关重要ꎮ 本研究以河北省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２０１５ 级
眼科护理学专业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探讨 ＰＢＬ 教学法
与传统教学模式(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ＬＢＬ)相结合在高
职院校眼科学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ꎬ现报告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以我院 ２０１５ 级眼科学专业的 ９０ 名学生作为
研究对象ꎬ分为 ２ 个教学班ꎬ每班 ４５ 名学生ꎬ均为女性ꎬ年
龄 １８~２０ 岁ꎬ教授课程为«眼科护理学»ꎬ采用掷硬币的方
法确定两个班所采用的教学方式ꎬ分为 ＬＢＬ 组和 ＰＢＬ＋
ＬＢＬ 组ꎮ 观察时间为 ２０１７－１０ / ２０１８－０１ꎮ 以 ２０１７－１０«眼
科护理学»课程期中考试成绩为基线成绩ꎬＬＢＬ 组眼科学
基础知识成绩为 ７１ ５±１０ ８ 分ꎬ操作技能 ７０ ３±１４ ５ 分ꎬ
案例分析成绩 ６８ １±７ ２ 分ꎻＰＢＬ＋ＬＢＬ 组眼科学基础知识
成绩为 ７０ ８±１１ ７ 分ꎬ操作技能 ６９ ３±１４ ８ 分ꎬ案例分析
成绩 ６９ ５±７ ６ 分ꎮ 经比较ꎬ两组学生的年龄、眼科学基础
知识、操作技能和案例分析的基线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ꎮ
１ ２方法
１ ２ １教学内容和形式
１ ２ １ １ ＬＢＬ组　 沿用传统教学法ꎬ即以授课为主的教学
方法ꎬ以授课教师为中心ꎬ将教学大纲中要求掌握的眼科
基础理论知识和见习重点进行讲解ꎬ并介绍眼科常见疾病
护理的相关操作技能ꎬ授课内容和主题与 ＰＢＬ＋ＬＢＬ 组
一致ꎮ
１ ２ １ ２ ＰＢＬ＋ＬＢＬ 组　 在传统的教学方法基础上ꎬ选取
课程中和临床上常见的重点、难点给予 ＰＢＬ 教学ꎮ (１)确
定问题:首先教师进行常规的课堂授课ꎬ系统性讲解眼科
学临床各种疾病的概念、病理知识、临床症状、治疗原则和
护理措施等ꎮ 教师向学生提供医学实际场景下的临床实
际病例专题ꎬ将 ４５ 名学生分为 ５ 组ꎬ每组 ９ 名ꎮ 请 ５ 名具
有一定教学经验的高年资临床主治医生担任每组的实习
顾问ꎬ提前将设计的常见临床问题和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分
发给各组ꎬ如“急性虹膜睫状体炎护理常规”、“中心性浆
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的护理常规”、“白内障手术＋人工
晶状体植入术护理常规”、“翼状胬肉切除术的护理”等ꎬ
引导学生注重“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服务理念ꎬ强调连
续性、综合性、整体性和人性化ꎬ注重医患关系和医学人文
素质的培养ꎬ同时教师演示眼科学常用的仪器设备的使用
方法、眼科换药、眼部注射、泪道冲洗、电脑验光等专科护
理技能操作方法ꎮ (２)引导学生自主获取相关资源:引导
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数据库、网络等手段ꎬ查阅书籍、文
献资料ꎬ获取病例相关的知识ꎬ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ꎬ鼓励
学生针对病例提出问题ꎮ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ꎬ按照“提出
问题－建立假设－搜索资料－分享资源－讨论结果－反馈总
结”的过程ꎬ分工合作ꎬ教师辅助学生如何从海量的数据、
资料中选择有价值的参考资料ꎬ启发和引导学生把注意力
集中到需解决的问题上ꎬ避免思维发散、偏离主题ꎬ同时培
养学生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ꎮ 此外ꎬ教师引导学生在

ＰＢＬ 的过程中ꎬ注重团队合作ꎬ拓展学生综合思维ꎬ在集体
讨论和分享结果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医学生的团队
意识和沟通、交流、协作能力ꎮ (３)小组汇报学习成果:每
组学员选出 １ 名汇报员、１ 名记录员ꎮ 汇报员详细介绍对
于相关主题的讨论进程ꎬ包括患者简要病史、已经进行的
检查和治疗、护理诊断的问题、目前情况、护理措施、注意
事项ꎬ着重强调护理基础知识与临床实践的融合性ꎬ实际
工作中容易出现的失误ꎬ临床教学中易忽视的知识点、对
患者的健康宣教中患者容易出现的问题等ꎬ由记录员以文
字形式记录并上交备案ꎮ 从提出问题到最后说明总结ꎬ整
个学习过程均以学员为主导ꎬ汇报过程中ꎬ鼓励学生大胆
发言ꎬ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自信心ꎮ (４)教师分析
点评:每个主题或病例至少分解成两次 ＰＢＬ 课程ꎬ每次课
程为 ２~３ 个学时ꎮ 最后ꎬ教师针对讨论情况进行分析、总
结ꎮ 经过循序渐进的知识储备和专科实践技能训练后ꎬ学
生在带教老师的指导和督促下ꎬ独立进行护理操作ꎬ遇到
问题随时向教师请教ꎮ
１ ２ ２考核方式　 两组学生均在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后ꎬ
在学期末进行眼科学基础知识、操作技能考试和案例分析
考试ꎬ成绩均采取百分制ꎮ 课程结束时ꎬ对两组学生发放
眼科护理学课程满意度调查问卷ꎬ分析学生对两种教学方
法的学习兴趣和满意度ꎮ 此外ꎬ针对学生对所接受教学方
法的效果进行自我感受方面的评估调查ꎬ内容包括:主动
学习、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表达总结能力、自学能力、
学习效率、解决问题能力七个方面ꎮ

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

析ꎬ计量资料以 ｘ±ｓ 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
配对资料的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的组间比
较采用 χ２检验ꎬ等级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ꎮ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两组学生基线和期末基础知识、操作技能与案例分析
成绩比较　 ＬＢＬ 组学生基础知识、操作技能和案例分析的
期末成绩与基线成绩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 ４９、
０ ７２、１ ２１ꎬＰ>０ ０５)ꎮ ＰＢＬ＋ＬＢＬ 组学生基础知识、操作技
能和案例分析的期末成绩显著提升( ｔ ＝ ６ ８２、５ ７８、８ １３ꎬＰ<
０ ０５)ꎮ 组间比较ꎬＰＢＬ＋ＬＢＬ 组学生基础知识、操作技能和
案例分析的期末成绩均显著高于 ＬＢＬ 组(Ｐ<０ ０５ꎬ表 １)ꎮ
２ ２两组学生对课程学习兴趣和课程满意度比较　 ＰＢＬ＋
ＬＢＬ 组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满意度均显著高于 ＬＢＬ 组学
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表 ２)ꎮ
２ ３两组学生学习的自我感受评估　 ＰＢＬ＋ＬＢＬ 组学生自
我感受主动学习、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自学能力和解
决问题能力得到提高的比例高于 ＬＢＬ 组学生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表 ３)ꎮ
３讨论

眼科护理学作为临床护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具
有专业性较强、课业内容繁多、临床知识复杂、实践能力
强、教学任务繁重等特点[４]ꎬ因此针对眼科护理学的专业
特点ꎬ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ꎬ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ꎬ掌握
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ꎬ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及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ꎬ改善教学质量是目前眼科护理学教学工
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ꎮ

传统的 ＬＢＬ 教学方法尽管能够较系统地完成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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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两组学生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与案例分析考试成绩比较 (ｘ±ｓꎬ分)

组别 ｎ(名)
基础知识

基线成绩 期末成绩

操作技能

基线成绩 期末成绩

案例分析

基线成绩 期末成绩

ＬＢＬ 组 ４５ ７１ ５±１０ ８ ７２ ６±１３ ９ ７０ ３±１４ ５ ７２ ３±１４ １ ６８ １±７ ２ ６９ ７±７ ７
ＰＢＬ＋ＬＢＬ 组 ４５ ７０ ８±１１ ７ ８５ ７±１４ ２ ６９ ３±１４ ８ ８８ ２±１１ ４ ６９ ５±７ ６ ８５ ５±１２ ８

　 　 　 　 　 　 　 　 　 　 　 　 　 　 　
ｔ ０ ２９ ４ ４２ ０ ３２ ５ ８８ ０ ９０ ７ １０
Ｐ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注:ＬＢＬ 组:采用传统教学ꎻＰＢＬ＋ＬＢＬ 组:在传统教学方法基础上进行 ＰＢＬ 教学ꎮ

表 ２　 两组学生对课程学习兴趣和课程满意度比较 名(％)

组别 ｎ(名)
对课程学习兴趣

非常感兴趣 有兴趣 一般 不感兴趣

满意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ＬＢＬ 组 ４５ ８(１８) １２(２７) １８(４０) ７(１６) １０(２２) １５(３３) １６(３６) ４(９)
ＰＢＬ＋ＬＢＬ 组 ４５ １３(２９) １７(３８) １２(２７) ３(７) １６(３６) １８(４０) ９(２０) ２(４)

　 　 　 　
Ｚ ２ １０ １ ９８
Ｐ <０ ０５ <０ ０５

注:ＬＢＬ 组:采用传统教学ꎻＰＢＬ＋ＬＢＬ 组:在传统教学方法基础上进行 ＰＢＬ 教学ꎮ

表 ３　 两组学生学习的自我感受评估比较 名(％)
组别 ｎ(名) 主动学习 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表达总结能力 自学能力 学习效率 解决问题能力

ＬＢＬ 组 ４５ ２８(６２) ３２(７１) ３１(６９) ３２(７１) ３０(６７) ３０(６７) ２７(６０)
ＰＢＬ＋ＬＢＬ 组 ４５ ３８(８４) ４０(８９) ３９(８７) ３６(８０) ３９(８７) ３２(７１) ３６(８０)

　 　
χ２ ５ ６８ ４ ４４ ４ １１ ０ １０ ５ ０３ ０ ２１ ４ ２９
Ｐ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注:ＬＢＬ 组:采用传统教学ꎻＰＢＬ＋ＬＢＬ 组:在传统教学方法基础上进行 ＰＢＬ 教学ꎮ

容ꎬ但学生处于被动地接受专业知识状态ꎬ缺乏学习的主
动性ꎬ且过分依赖于教师的讲授ꎬ不善于思考ꎬ往往出现理

论与实践脱节、理论知识点没有深入理解等情况ꎮ 此外ꎬ
ＬＢＬ 的教学模式还会导致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较差ꎬ这并不利于临床护师的培养[５]ꎮ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

的不断转变ꎬ目前临床护师需要的不仅仅是熟练掌握专业

的理论知识ꎬ更离不开灵活的临床思维、自学能力、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ꎮ

ＰＢＬ 教学模式自北美兴起至今ꎬ在医学教育领域中的

实用性和有效性及所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已得到广

泛认可[６]ꎮ ＰＢＬ 教学法将以教师为中心的学习方式转变

为以学生为中心ꎬ通过问题的提出ꎬ循循善诱ꎬ充分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ꎬ促进学生完成理论向临床思维的转

变ꎮ ＰＢＬ 教学理念的精髓即为培养学生自我导向式学习ꎬ
促进学生在主动的学习中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ꎮ 教师根

据教学大纲结合实际病例指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ꎬ全面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ꎬ这对于学生未来进入临床

实习过程中ꎬ尽快适应临床实践具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

作用[７]ꎮ
本研究在传统 ＬＢＬ 教学模式的基础上ꎬ引用 ＰＢＬ 教

学模式ꎬ并与 ＬＢＬ 的教学效果进行对比ꎬ结果显示ꎬ在眼

科护理学的教学过程中ꎬＬＢＬ 与 ＰＢＬ 两种教学模式可以

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ꎬ首先进行教师的课堂授课ꎬ系统性

讲解眼科临床护理的相关理论知识ꎬ再提出主要问题ꎬ由
学生自主地查阅文献、小组讨论ꎬ教师在此过程中起到辅

助性的引导作用ꎬ最后进行汇报演讲ꎬ教师点评ꎬ不但有助

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深化理论基础ꎬ又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综合分析能力ꎬ通过组内的讨论ꎬ加强了对知识点

的认识ꎬ培养了学员扎实的专业技能和科学的临床思维ꎬ
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ꎬ有益于

医学逻辑思维的培养ꎮ
目前对于 ＰＢＬ 教学效果的评价尚无统一标准ꎬ以往

的报道多以单一使用考试成绩、教学满意度或学生评价表

作为考核指标[８]ꎮ 本研究所采用的学生主观评价与客观

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ꎬ旨在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价 ＰＢＬ
与 ＬＢＬ 相结合在眼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和学生的

综合技能ꎮ 结果显示ꎬＰＢＬ＋ＬＢＬ 组学生的基础知识、操作

技能和案例分析得分均高于 ＬＢＬ 组ꎬ对课程的学习兴趣

和满意度优于 ＬＢＬ 组ꎬ主动学习、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自学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自我感受评估也明显优于

ＬＢＬ 组ꎬ以上结果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上述结
果提示ꎬ在 ＬＢＬ 的基础上使用 ＰＢＬ 教学能够充分激发学

员的学习兴趣ꎬ培养学员自主学习能力ꎬ教师从知识的主

要传授者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的促进者ꎬ而学生则从被动

学习者逐渐转变为自我指导型的学习建构者ꎮ 此外ꎬＰＢＬ
通过小组分工合作形式ꎬ提高学员的沟通、语言表达、团队

协作和创新能力ꎬ上述能力均为目前眼科护理工作者在临

床实践中必备的素质ꎬ通过 ＰＢＬ 与 ＬＢＬ 相结合ꎬ提高了学

生临床核心能力ꎬ加强了临床适应性ꎮ
由于我国医学教育体制与国外有所不同ꎬＰＢＬ 教学模

式作为一个正处于探索阶段的教学模式ꎬ在眼科护理学的

教学过程中推行 ＰＢＬ 教学法需结合我国国情ꎬ涉及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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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的转变ꎬ还包括课程设置、教学目标、教
学形式、考核机制、师生培训等多方面的改革[９]ꎮ 此外ꎬ由
于我国眼科教学师资资源较为匮乏ꎬ对教师的医学综合知
识水平要求较高ꎬ不仅具有丰富的临床知识和经验ꎬ又要
具备 ＰＢＬ 教学能力ꎮ 此外ꎬ本研究中有部分学生表示ꎬ在
课时紧凑的情况下ꎬＰＢＬ 教学法所占用的课余时间较多ꎬ
为学生带来较沉重的课业负担ꎬ因此应结合国情适度改
良 ＰＢＬ 教学模式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ꎬ未必将其贯穿于
课业的始终ꎬ而是找到平衡点和最佳的应用时机ꎬ从而
充分发挥这一先进、有效的教学模式在眼科护理学教学
中的重要作用ꎬ为学生日后的临床护理工作奠定扎实的
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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