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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结合 LBL 教学法在神经内科规培临床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郭生龙，陈瑞利，李 鹏* 

陕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二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分析基于问题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结合传统教学法 LBL
（Lecture-Based Learning, LBL）在神经内科规培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把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参加我院神经内科规培临床教学的 79 名学生纳入研究，通过随机分组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39
名，对照组 40 名。对照组学生用 LBL 教学法展开教学，实验组在对照组 LBL 教学法基础上应用 PBL 教学

法进行教学；观察两组学生在 PBL 教学前后的专科理论成绩、实践操作成绩以及临床综合能力评分。结果 

PBL 教学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专科理论成绩、实践操作成绩和临床综合能力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PBL 教学后，实验组学生的专科理论成绩、实践操作成绩和临床综合能力评分均提高，组内差异明

显（P＜0.05），且实验组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神经内科规培临床教学中 PBL 结合 LBL 教

学法效果良好，理论成绩和实践操作成绩均有较大提高，同时也提高了临床综合能力，为今后的临床工作

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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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LBL (Lecture-Based Learning, LBL)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neurology. Methods A 
total of 79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neurology depar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39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4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aught by LBL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aught by using the PBL teaching method on 
the basis of the LB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Before PBL teach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heoretical scores, practical operation scores and clinical comprehensive ability score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scores were 
improved, and the difference within the group was significant (P<0.05),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BL combined with LB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neurology department has a good effect, an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ult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clinical comprehensive ability has also been improved, which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clin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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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临床医师，医疗质量非常重要，而提高医

疗质量不仅需要掌握丰富的疾病与临床知识，还需

要在实践中锻炼，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1]。相比于

其他学科，神经病学是独立的二级学科；人体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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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由大脑、脊髓和周围神经系统三大部分构成，

神经内科的工作范围包括各种神经系统疾病与骨骼

肌疾病等；常见神经系统疾病有脑血管病、颅内感

染、癫痫、帕金森病、多发硬化、运动神经元病、

脱髓鞘疾病等[2]。因此，神经内科医师须具备较高

的医疗水平，规培临床教学质量具有关键作用。LBL
教学法以教师为主导，教师主动传授，学生被动接

受，缺乏独立思考；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很好的锻炼

学生的临床思维，造成临床综合能力不高[3]。有研

究指出，PBL 教学对神经内科住培生接受知识、掌

握知识并运用知识方面较传统教学和问题导向教学

有很大优势[4]。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发现了 PBL 教学

法的一些缺点，比如有时候学生难以找到合适的问

题及解决途径，影响教学效果。因此我们将探讨 PBL
结合 LBL 教学法在神经内科规培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效果。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把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参加我院神经内科

规培临床教学的 79 名学生纳入研究，通过随机分组

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39 名，对照组 40
名。实验组中男性 15 名，女性 24 名，年龄 25-28
岁，均值（21.82±4.79）岁，学历：本科 4 名，研究

生及以上 35 名；对照组中男性 13 名，女性 26 名，

年龄 24-27 岁，均值（21.80±4.75）岁，学历：本科

6 名，研究生及以上 34 名。比较两组学生的一般信

息，无明显差异（P＞0.05）。纳入标准：①均为神

经内科接受规培的医学生；②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③学历均为本科及以上；④医院伦理会同意研究进

行。排除标准：①除神经内科外，在其他科室接受

规培的医学生；②不同意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的医

学生；③由于个人原因中途停止参加规培的医学生；

④中途自愿退出研究的医学生。 
1.2 方法 
对照组学生用 LBL 教学法展开教学，带教老师

主要按照规培大纲指导学生参与培训，将在岗培训

作为实践操作的主要内容，对所有学生进行科室集

体指导，如神经系统查体、病历书写、收集病史等，

特别注意神经系统查体，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能够熟

练掌握。神经系统查体的顺序为意识状态、颅神经

检查、运动系统检查、感觉系统检查、生理反射系

统检查、病理反射检查以及脑膜刺激征检查，因为

较于复杂，实践时可根据患者主诉展开针对性检查。

理论知识由学生在课后自主学习，对于有疑问难以

理解的问题，带教老师可展开专门的针对性讲解。 
实验组在对照组LBL教学基础上结合PBL教学

法展开教学，具体步骤包括：①带教老师提出问题；

在整个临床教学过程中，带教老师占有核心地位，

既是教学的设计者，也是教学的实施者，必须具备

较高水平的掌握能力以及引导能力。为落实 PBL 结

合 LBL 教学法，带教老师首先提出问题，问题需要

符合神经内科临床特点，最好选择典型的神经内科

病例，问题难度设置合理，不能过于简单或是过难，

保证学生在能力范围内能够解决，如针对脑血管疾

病，临床诊断和治疗原则是什么？确定问题后，在

正式教学前将病例资料分发给每一位学生，引导其

主动查阅相关资料，提前了解病例，合理安排教学

时间。②对问题进行分析；在该阶段，带教老师应

该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重点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

不要做过多干涉。为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可通过小组形式对问题集中讨论，每个小组人数为

3-5 人，组内投票选出小组长，负责分配每个组员的

学习任务以及管理小组纪律。分组完成后，带教老

师指导各组对问题进行分析，注意可选择同一个病

例，但是每个小组的问题需不同，以提高学生的临

床综合能力。③解决问题；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

对问题给予回答，考虑到每一位学生的基础水平不

同，带教老师要公平对待，尽量全面照顾到每一位

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对于可以书面回答的问

题，引导小组长以书面形式收集组员对问题的回答；

对于无法用书面回答的问题，可在临床实践中随机

选择学生回答。④总结评价；待学生对问题进行回

答后，带教老师要及时给予总结评价，使其明白自

身的不足，展开针对性培训。虽然教师评价是主要

的评价方式，具有权威性，但学生之间的自评也非

常重要，同时能够提高学习兴趣，或者采取小组互

评方式，教师根据每一位学生或是小组整体表现情

况，选出优秀学生代表和优秀小组，激发学生之间

的竞争心理，促进自主学习。此外，带教老师在评

价时，不仅要讲解学生在回答问题上的不足，并要

指出优点，适当鼓励，评价综合能力。一个问题解

决后，教师再次提出问题，指导学生回答，以此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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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问题难度由浅及深。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学生教学前后的专科理论成绩、实践

操作成绩以及临床综合能力评分：1.专科理论包括神

经系统解剖学、神经系统定位诊断、颅脑断层解剖、

脑血管影像学等内容，成绩通过相应考核得出，每

项均为百分制；2.实践操作包括腰椎穿刺、神经系统

查体、神经影像阅片、脑电图判读等，成绩通过相

应考核得出，每项均为百分制；3.临床综合能力包括

自学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由带教

老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价，每项均为百分制，

评分越高说明学生的临床综合能力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展开分析，计量资料：

用（ x ±s）表示，t 证明，如果 P＜0.05 代表有明显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医学生教学前后的专科理论成绩与实

践操作成绩对比 
教学前，两组医学生的专科理论成绩与实践操

作成绩均无明显差异（P＞0.05）；教学后，两组学

生的专科理论成绩、实践操作成绩均提高，组内差

异明显（P＜0.05），且实验组均高于对照组，组间

差异明显（P＜0.05）见表 1。 
2.2 两组医学生教学前后的临床综合能力评分

对比 
教学前，两组医学生教学前后的临床综合能力

评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教学后，两组学生

的临床综合能力评分均提高，组内差异明显（P＜
0.05），且实验组均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明显（P
＜0.05）见表 2。 

表 1 两组医学生教学前后的专科理论成绩与实践操作成绩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专科理论成绩 实践操作成绩 

t P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实验组 39 63.18±4.57 78.94±2.14 54.89±2.64 73.45±5.36 19.504/19.399 0.001 

对照组 40 63.15±4.59 67.25±2.17 54.87±2.63 61.08±1.32 5.107/13.347 0.001 

t - 0.029 24.103 0.034 14.164 - - 

P - 0.977 0.001 0.973 0.001 - - 

表 2 两组医学生教学前后的临床综合能力评分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自学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 

t P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实验组 39 60.08±2.48 75.85±1.49 65.97±1.32 80.25±1.66 56.85±1.42 74.13±2.78 34.040/42.049/34.569 0.001 

对照组 40 60.06±2.43 67.54±1.88 65.94±1.30 71.26±1.34 56.89±1.47 68.79±2.07 15.398/18.022/29.644 0.001 

t - 0.036 21.738 0.102 26.519 0.123 9.700 - - 

P - 0.971 0.001 0.919 0.001 0.903 0.001 - - 

 
3 讨论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在医学生毕业后教育中是

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于校内教育，主要内容包括

临床实践、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重点是帮助

医学生快速熟悉医院工作，尽快参与临床诊疗。相

比于国外，我国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上发展时间

短，存在许多不足，导致医学生的临床综合能力没

有得到充分提升[5]。在 21 世纪以前，大多数医学生

从医学院毕业后，没有经过二级学科培养，便直接

分配到医院进行临床工作，严重阻碍医疗队伍发展，

整体素质不高。随着患者越来越多医疗事故的发生，

现今，我国已经形成一套完善的规范化住院医师培

训制度与模式，能够对医学生展开专业培训[6]。但

是，在培训过程中，带教老师的教学质量仍然十分

关键，对医学生能力提升有直接作用，而干扰教学

质量的重要因素为教学方法，科学、有效的教学方

法是培训基础。沈媛媛[7]等人通过研究发现，PBL
教学法应用到神经内科临床教学的效果显著，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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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学习难度，改善学生的学习态度，提升学习积极

性，进一步提高临床实践能力。 
此次研究中，实验组的专科理论成绩、实践操

作成绩和临床综合能力评分显示组内前后差异明

显，而且均高于对照组，说明 PBL 结合 LBL 教学法

在神经内科规培临床教学中有显著优势。在 PBL 结

合 LBL 教学法中，带教老师以学生为中心，经过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总结评价实施教

学，将问题作为整个教学的核心，用小组形式展开

讨论，有利于锻炼医学生的团结合作能力[8]。团结

合作能力在临床工作中非常重要，对于大多数病例，

即使医师的医疗水平高，也无法仅凭一人力量完成

治疗，需要与护理人员以及其他医疗人员相互配合，

共同开展诊疗工作。借助典型病例设计问题，通过

引导医学生进行头脑风暴，深入探究，培养解决问

题和临床思维能力，从学生真正过渡为一名临床医

师，不再仅停留在课本知识上。PBL 结合 LBL 教学

法较单独 LBL 教学法，能够激发医学生的学习动力，

提高自学能力，学习氛围更加轻松和谐，使其在实

践中得到成长[9]。刘婷姣[10]等人认为，与传统教学

法比较，PBL 教学法使学生对神经内科知识掌握和

运用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学生对 PBL 教学模式的评

价结果优于传统教学法，帮助培养更多高素质医学

人才。 
总而言之，我们发现在神经内科规培临床教学

中 PBL 结合 LBL 教学法效果良好，理论成绩和实践

操作成绩均有较大提高，同时也提高了临床综合能

力，为今后的临床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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