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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结合角色扮演教学法在儿童心肺复苏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杨 粉，贾 南*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评价在儿童心肺复苏临床教学中应用 PBL+角色扮演教学法的价值。方法 以某医学院的 54
名临床医学生为主体，以电脑随机法实施分组，其中 27 例采取传统教学模式，将其视为对照组，剩余 27 例采取

PBL+角色扮演教学法，将其视为研究组，研究日期为 2020 年 5 月-2021 年 5 月，观察指标包括教学满意度、教

学成绩、教学质量、综合能力。结果 （1）对比教学满意度得知，研究组显著较对照组高，P＜0.05；（2）对比

教学成绩得知，研究组显著较对照组高，P＜0.05；（3）对比教学质量得知，研究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4）对比综合能力得知，研究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将 PBL+角色扮演教学法应用于儿

童心肺复苏临床教学中具有显著效果，可促进临床医学生理论及实践成绩提升，可提升其综合能力，是一种高质

量的教学方式，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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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BL combined with role-playing teaching method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children's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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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applying PBL+ role-playing teaching method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children's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Methods Fifty-four 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from a medical school 
were used as the main body, and were grouped by computer randomization method. Among them, 27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regard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maining 27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PBL+ 
role-playing teaching method, regarded as Research group, the research date is from May 2020 to May 2021, and the 
observation indicators include teaching satisfaction, teaching performance, teaching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Results (1) Comparing teaching satisfaction, the researc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2) Comparing teaching performance, it wa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3) Comparing teaching quality It was learned that th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4) Comparing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it was found that th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BL+ role-playing 
teaching method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children's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and can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It is a high-quality teaching method and has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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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骤停是导致儿童死亡的重要原因，因此熟练

掌握儿童心肺复苏，对提高救治效果，改善预后具有

重要作用。临床教学是医学教育的重要阶段，主要是

帮助实习生、规培生将理论转化为临床实践能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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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其剖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故

加强临床医学生的理论教学，同时促进其临床实践你

能力，对培养一名合格的医生具有重要作用。美国教

育界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了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

（PBL），首次应用于医学教学的时间为 1969 年，证

实了理想的教学效果[1]。通过实施 PBL 教学模式，以

提问形式获取学习知识，可鼓励实习生以评判性思维

进行学习，有利于提升综合能力[2]。角色扮演法教学指

的是在教学过程中，以情景、病例为载体，通过角色

扮演形式让医学生主动参与训练或者是模拟演习中，

可进一步促进综合能力提升，还可强化其责任、风险

意识，有利于更改掌握急救能力[3]。本文将西安医学院

的 54 例胃肠外科临床医学生为研究主体，以电脑随机

法实施分组，旨在分析 PBL+角色扮演教学法对教学满

意度、教学成绩、教学质量、综合能力的影响，内容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控制研究日期为 2020 年 5 月-2021 年 5 月，纳选

西安医学院的临床医学生为探究主体，共计 54 例，以

电脑随机法实施分组，将其中 27 例作为对照组，剩余

27 例作为研究组。汇总各组资料得知：对照组年龄区

间 22~25 岁，均龄（23.52±2.73）岁；男女比例是 17:10。
研究组年龄区间是 23~24 岁，均龄（23.57±2.52）岁；

男女比例是 19:8。以 SPSS23.0 软件对比资料，未发现

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传统教学模式，主要是教师讲课，学

生观看教学训练，同时指导学生进行训练，完成后对

其理论知识、实践操作能力进行考核，同时对学生进

行点评。 
研究组实施 PBL+角色扮演教学法，临床医学生带

教老师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1）具备 5 年以上的临

床经验；（2）取得高级教师资格证；（3）接受过系

统性的 PBL+角色扮演教学法培训，良好掌握其教学技

巧。具体教学内容是：带教老师对于学生进行分组，

将溺水、异物窒息两类患儿作为典型病例，根据病例

情况制定教案与演练程序，保证典型病例贯穿整个教

学过程。实施演练前，告知医学生训练主题，鼓励自

主查阅相关资料，通过互联网、书籍等讨论、掌握教

学相关内容，同时对于资料进行整理，融入个人观点。

教学过程中合理应用角色扮演法，根据病例中涉及的

角色演练，各小组成员分别扮演医生、患儿、家属，

从而真实还原患儿的就诊过程。表演过程中，尤其需

要注重突出患儿疾病特点，扮演老师的同学需要快速

作出反应，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病史采集、沟通、

查体、抢救工作。在小组成员表演过程中，其他小组

成员需耐心、细辛观摩，对于该小组表现实施评价，

找出各成员的优缺点。全部小组成员完成演练后，由

老师对于医学生行为、表现进行评价，综合进行指导，

鼓励并引导实习生通过专业书籍、互联网、图书馆查

找答案，不断促进其综合能力提升。 
1.3 观察指标 
（1）教学满意度。以匿名形式调查临床医学生对

教学的满意度，标准是不满意（0~50 分）、非常满意

（51~89 分）、满意（90~100 分）。（2）综合能力。

采取调查表评价临床医学生教学前后表达能力、理解

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自学能力。（3）教学成绩。对

于教学前后的成绩实施考核，内容为临床实践、理论

成绩，总分均是 100 分，分值越高表示教学成绩越好。

（4）教学质量。应用自制量表调查各组临床医学生教

学后的创新能力、学习兴趣、教学技巧、解决问题、

学习氛围、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内容，评估教

学质量，量表是百分制，分值越高说明教学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23.0 软件开展数据分析工作，运用相对

数“[n/(%)]”表示计数资料，组间差异行“χ2”检验，运用

“ ±s”表示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组间差异行“F”
检验，P＜0.05 说明存在差异。 

2 结果 
2.1 教学满意度分析 
对照组中不满意者 6（12.77%）例，满意者 9

（19.15%）例，非常满意者 12（44.44%）例，满意度

仅有 77.78%；研究组中不满意者 1（3.70%）例，满意

者 7（14.89）例，非常满意者 19（40.43）例，满意度

高达 96.30%。组间具有明显差异（χ2=4.103，P=0.042），
P＜0.05。 

2.2 综合能力分析 
表 1 中综合能力数据提示，研究组、对照组间表

达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理解能力、自学能力评分均

有明显差异，P＜0.05。 
2.3 教学成绩评价 
研究组、对照组间教学前的临床实践成绩、理论

成绩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教学后各项成绩

均显著提高，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具体

成绩见表 2 分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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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学质量分析 
研究组创新能力、学习兴趣、教学技巧、解决问

题、学习氛围、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内容评分

明显较对照组高，P＜0.05，评估数据见表 3。 

表 1  综合能力分析量表（ ±s，分） 

组别 表达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理解能力 自学能力 

研究组（n=27） 93.25±3.54 94.34±2.56 93.43±2.47 92.34±3.64 

对照组（n=27） 91.34±3.25 92.02±2.87 91.56±2.42 90.45±3.76 

t 2.065 3.134 2.810 2.075 

P 0.043 0.002 0.007 0.042 

表 2 教学成绩评价量表（ ±s，分） 

组别 理论成绩 临床实践成绩 

时间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研究组（n=27） 78.43±5.45 92.43±3.34 76.25±5.25 93.34±2.59 

对照组（n=27） 78.54±5.43 89.67±3.43 76.65±5.35 91.36±2.64 

t 0.074 2.995 0.277 2.781 

P 0.941 0.004 0.782 0.007 

表 3 教学质量分析量表（ ±s，分） 

教学质量 研究组（n=27） 对照组（n=27） t P 

教学方法 93.42±3.42 90.67±3.57 2.890 0.005 

教学技巧 92.37±3.36 89.53±3.42 3.077 0.003 

学习氛围 94.43±2.28 92.73±2.58 2.565 0.013 

教学内容 92.54±2.37 90.49±2.26 3.252 0.002 

学习兴趣 93.69±3.34 90.71±3.43 3.060 0.003 

解决问题 90.32±3.38 88.26±3.47 2.222 0.030 

教学态度 91.43±3.52 89.38±3.72 2.079 0.042 

创新能力 90.27±3.43 87.62±3.75 2.709 0.009 

 
3 讨论 
儿童心肺复苏为医学生必备的技能之一，同时也

是历年来各医学类考试的重难点内容，医学生对于儿

童心肺复苏知识的掌握情况，可直接影响患儿救治成

功率[4]。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对于医学教学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全国各大医学院均尝试提高实习生的教学

质量及管理水平，且教学质量取得了较大进步。传统

教学仍旧沿用“以教学大纲为基础”的模式，该教学模

式中将带教老师作为主体，采取老师对病例系统性讲

解、示范、分析、归纳总结，学生观摩的方式实施教

学[5]。医学生在此种教学模式下，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缺乏学习主动性、积极性，教学模式较为呆板，难以

养成临床思维[6]。此外，传统教学模式难以提升医学生

主观能动性，而患儿具有显著特殊性，诊疗过程中配

合度明显不足，若医学生缺少临床操作机会，教学质

量难以得到保证[7]。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针对观察组实施 PBL 教学模

式，教学满意度高达 96.30%，针对对照组实施传统教

学模式，教学满意度仅为 77.78%，且观察组临床实践

成绩、理论成绩评分高于对照组，综合能力评分、教

学质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果充分证实了 PBL+角色

扮演教学法在儿童心肺复苏临床教学中的价值，可促

进教学质量提升。PBL 教学模式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

的教学方式，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基于现实世界

的教学模式，是西方现代教育学的重要成果之一[8]。

PBL 教学模式通过设置问题，引导实习生独立思考并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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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病史资料，属于启发性教育，推翻了传统以带教

老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可帮助实习生更好掌握操作

技能[9]。角色扮演法同样为新颖的教学方式，通过还原

典型病例，可将理论与临床相结合，有效提升了医学

生的积极性与操作能力，可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10]。 
综上所述，将 PBL+角色扮演教学法应用于儿童心

肺复苏临床教学中具有显著效果，可促进临床医学生

理论及实践成绩提升，可提升其综合能力，是一种高

质量的教学方式，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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