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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的学习 (PBL)"实施模型述评 

丁晓蔚，顾 红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2) 

[摘 要] “基于问题的学习 (PBL)”鼓励和支持学习者积极探究、合作解决问题、发展人际沟通等综 

合素养，强调学习者知识和技能形成过程。经过调整、发展和完善，它的实施模型由理想的、线性的模式发展 

成为可行的、生成式模型。更加关注学生的合作与自主学习、导师的有效指导以及PBL过程的循环性和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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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mentary on Implementation Model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DING Xiao—wei．GU Hong 

(School ofForeign Studies，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lg，100192，China) 

Abstract：Problem—based Learning(PBL)encourages and suppo~s leamem to explore actively，to resolve problems 

eollaborately，tO develop integrated qualitie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with emphasis o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knowledge and skills．After adjustment，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its implementation models have grown from an 

ideal，linear model into more feasible，generative ones，which focus more on studen~’cooperation and self—oriented 

learning，as well as tutor’S effective guidance and the circularity and reflecfivity of PB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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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2O世纪60年代的 “名著主义”运动、学科结 

构主义运动之后，欧美的高等教育普遍严谨有余而活力不 

足，缺乏生活气息，学生似乎在遥望历史中的知识，无法 

亲近。尤其是医学教育的积弊，促使欧美的一些医学教育 

者决心发起医学教育改革。例如：医学院的学生通过分科 

教学、记忆和复述获得的医学知识是分离的，他们所经历 

的迁移应用仍然是在分科环境下特定原理、方法的直接运 

用。但是在实际行医过程要求医学院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的 

实践课程，在踏出校门之前就接触真实或接近真实的病例， 

具备发现问题、确定证据和尽快做出可信诊断的能力。此 

外，医学院学生在临床实习中发现，集体合作、群策群力 

比仅凭一己之力更容易迅速得出正确有效的诊断，但是学 

生们在自我表达、倾听和肯定他人意见、解决交际冲突等 

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缺乏必要的策略和技能。这就要求 

医学院为学生提供合作性学习情境，发展学生的人际沟通 

能力。更重要的是，随着疾病研究、医疗方法、药物研究 

的迅速发展，医学院学生仅靠学校里学到的基础医学知识 

不足以支持他们长期的职业发展，他们必须学会自主学习， 

成为终身学习者。 

为了解决上述教育积弊，“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 
— based Learning，简称 PBL)应需而生。它的核心是鼓励 

和支持学习者积极探究、合作解决问题、发展人际沟通等 

综合素养，改变学习者消极被动的学习方式，强调学习者 

知识和技能形成过程，发展学习者综合素养。1969年，加 

拿大 MeMaster大学医学院首创了PBL医学课程，成为经典 

的PBL实施模型⋯。 

一

、 经典的PBL实施模型 

MeMaster大学医学院的PBL课程以病例形式呈现问题； 

学生的学习不是以学科知识为核心，而是围绕问题展开； 

学生以导师辅导小组 (1个导师，8—12个学生)的形式展 

开讨论和研究，合作确定自主学习内容；学生在下次小组 

讨论之前必须完成分工的自主学习任务，然后小组进一步 

整合自主学习所获的新信息；最终，学生合作地确定病例 

的解释、诊断依据和治疗方案。据此，Sehmidt把PBL课程 

实施归纳成为 “七步跨越”(Seven Jump) j，如表 1—1所 

示 ： 

[收稿日期] 2010-10-13 

[基金项 目]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高教研究重点课题 (2009GJZ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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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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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Schmidt的 “七步跨越’’【。】 

步骤 内 容 技 能 

1 描述问题，明晰未知术语和概念 激活已有知识
；合作；信 

2 定义问题，列出待解释的现象和事件 息建构或重构；组织信 

3 分析问题：第一步，头脑风暴。鼓励学生依靠已有知识和常识，得出尽可能多的解释 息；内部动机 

分析问题：第二步，讨论。评判所提议的众多解释，确定最能反映蕴含在现象、事 4 

件中的原理或机制的解释 

5 确定已有知识所欠缺的内容，进而确定自主学习的目标和内容 建构与重构；应用；解决 

6 通过自主学习获得解决问题所需内容 问题 

在导师辅导小组中分享和综合各自所得，形成对现象或事件的最终、合理的解释。 7 

检验学生所获得知识与技能是否足以解释现象或解决问题 

若以流程图表达 “七步跨越”模式，就是经典的PBL 

实施模型，如图1—1所示： 

图1—1 经典的PBL实施模型 

该模型受 Bloom的 “学校学习模型”中输入变量 

(Input Variables)、介 入 过 程 变 量 (Intervening Process 

Variables)、输 出变量 (Output Variables)的启 发，但 

Schmldt和Gijselaers将输入变量命名为学生的 “已有知识 

的数量”、“问题的质量”和 “导师的表现”；介入过程变 

量即PBL的学习过程变量—— “导师辅导小组成效”；输 

出变量包括认知结果和情感结果，即由学生的 “自主学习 

时间”决定的 “学生学习成就”和 “对学科内容的兴趣”。 

其中 “学习时间”由介入过程变量变成输出变量。 

经典的PBL实施模型的特点有二：首先，学生的学习 

始于一个问题，而学生理解和解释问题中所描述的现象和 

事件的过程，是理论建构 (Theory Construction)的过程 ： 

在自主学习环节之前，学生讨论与合作的本质是初步重构 

已有知识，发展问题取向的新知识结构；由于不同学生的 

经验、技能、思维方式等呈现显著差异性，所以小组合作 

可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理解的深度，生成更具洞察力的问题 

猜测。此时，由于学生已经体验到已有知识与解决问题所 

需的知识之间存在某种断裂或空白，就能产生学习的内部 

动机，而这段需要填充的空白就是学生下一步自主学习的 

内容。在随后的学生自主学习和小组讨论中，学生再次经 

历交流、启发、批判的过程，将新获得的知识融会成最合 

理的现象解释或最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从而最终建构小 

组共同生成的理论。 

第二，导师辅导小组是联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小组合 

作活动的关键。导师辅导小组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指明了方 

向，并为学生定期交流各自自主学习的阶段性成果提供了 

平台，鼓励学生合作性重构已有知识、相互取长补短、深 

入理解和探究于问题相关的信息。 

可见，PBL的实施始于一个问题或蕴含着问题的现象， 

目的是引导学生最终获得特定学科内容、实现特定教学目 

标。源于生活的实际问题有效地激发了学生探究和解决问 

题的欲望，表现出强烈的学习动机；导师的启发性、指导 

性问题有效地拓宽了学生的研究思路、保证了学生合作的 

顺利进行，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有力的辅助手段；学生通过 

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发展了认知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合 

作能力。 

二、改进的PBL实施模型 

在4JD年发展过程中，PBL从临床医学拓展到了药物 

学、护理学、心理学、地理学、建筑学、法学、管理学、 

数学、工程学、教育学等多学科领域，从研究生课程发展 

到本科教学、职业培训和成人教育等多个教育层次 。但 

是，PBL实践者们普遍遭遇到三个方面的实施问题：第一， 

小组成员参与合作的程度不尽如人意。影响学生参与意愿 

和行为的因素究竟为何?小组参与情况怎样影响学生的自 

主学习及 PBL成效?第二，PBL前期进展缓慢，学生花费 

大量时间盲目试探，小组讨论缺乏针对性。导师在辅导过 

程中能否利用其学科专业知识?有效的导师指导还应涵盖 

什么因素?其影响如何?第三，PBL始于问题的呈现，终 

于小组汇报，其程序是一个线性的过程。研究完成时的问 

题内涵和解决方案与最初分析归纳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完全 

相同吗?学习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难题?下次学习时如何避 

免?针对经典模型实施中出现的 “小组参与”、“导师指 

导”以及 “线性程序”问题，学者和研究者分别提出了三 

种改进的PBL实施模型。 

(一)关注 “小组参与”因素的实施模型 

为了回答关于学生参与意愿和行为的问题，Van Ber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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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chlIlidt在经典的PBL实施模型中引入了一个介入过程 

变量—— “小组参与”(Group Attendance) J。“小组参与” 

指学生进行PBL研究的意愿和努力程度，是一种学习动机 

因素。他们的研究揭示了 “小组参与”的影响因素以及 

“小组参与”在PBL实施模型中的作用 (参见图2—1)。 

模型中数值即变量间相关系数 (双箭头连接的是协变量)； 

N=131；卡方=19．27(df=14，P<0．16)；Cmin／df= 

1．38；Fo／df = 0．05；GFI= o．97。 

厂———] ：!!厂一 i 

-
．33 

自主学习时间 

—  ][= 

1．14 l 

学生学习成就 l l学生对学科内存的 趣 

图2—1 关注 “小组参与”因素的PBL实施模型 

及其要素的多向相关性【6 

该实施模型对于经典实施模型的改进在于：它补充了 

“小组参与”这个介入过程变量，并进一步证实了 “已有 

知识数量”影响的是 “小组参与”而非 “导师辅导小组的 

成效”。“小组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提示我们，要提 

高 “小组参与”程度，问题必须具备一定的模糊性-6J，才 

能有效调动学生参与小组讨论；但是，如果问题陈述中呈 

现过多的无关细节，或者学生过于欠缺相关背景知识的话， 

看似活跃的小组参与只不过是学生向导师寻求答案、获得 

信息的过程，而不利于学生有效地开展自主学习。 

l二)关注 “导师有效指导”的实施模型 

为了回答导师有效指导的问题，Moust从导师辅导过程 

中的典型行为——使用学科知识、使用权威、以学业成就 

为导向、以合作为导向、“角色和谐”(role congruence)以 

及 “认知和谐” (cognitive congruence)——的视角，分析 

了 “导师辅导小组的成效”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关注 “导 

师有效指导”的PBL实施模型L3】。 

“角色和谐”指导师愿意与学生之间建构平等和谐的非 

正式关系 。 “认知和谐”指导师能够确定学生的准备状 

态，能用学生已知的概念、学生能够理解的语言进行辅 

导l 。Schmidt和 Moust对524个导师辅导小组的成效及其 

261位导师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并补充了Moust最初提出 

的假设：“社交和谐”和 “导师使用专业知识”都是PBL 

实施中的重要因素，它们不仅影响 “认知和谐”，还影响了 

其他变量 (参见图 2—2；卡方 =15．36， =11，P< 

o．17。C兀 =0．99)。 

图2—2 关注 “导师有效辅导”的PBL实施模型 

及其要素的多向相关性 

该模型及其研究对经典实施模型的改进在于：第一， 

导师越能做到 “社交和谐”，就越能有效 “使用学科专业 

知识”，因而就越能做到 “认知和谐”；高水平的 “认知和 

谐”能够促进 “导师辅导小组的成效”，从而激发学生学 

习学科内容的 “内在兴趣”，延长 “自主学习时间”，最终 

提高学生的 “学业成就”_3 J。概言之，“社交和谐”不仅有 

助于师生的 “认知和谐”，也直接促进 了 “导师辅导小组 

的成效” J。这一发现说明，导师不仅是 “学科专家”，还 

要是 “交际专家”。第二，导师 “使用学科专业知识”的 

确有利于师生的 “认知和谐”，并间接促进了 “导师辅导 

小组的成效”，提高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的 “内在兴趣”，但 

该要素与学生的 “自主学习时间”却成负相关关系。或许 

这可以解释为，如果导师辅导小组的讨论成效很高，解决 

了学生的部分认知冲突并明确了部分新信息，则学生所需 

自主学习的时间反而会减少。此外，导师辅导小组的高成 

效将降低学生的焦虑程度和过高的唤醒程度，增强学生的 

学习动机和效能感，因此他们花费较少的自主学习时间也 

能取得相同的学业成就 J。 

(三)关注 “学习过程生成性”的实施模型 

为了回答学习过程的问题，学者和研究者改变了PBL 

线性实施程序，改变了将问题视为静态和固定的观念，转 

而关注学生学习过程的生成性。换言之，在问题提出的初 

始阶段，学生的已有知识只能使学生理解问题的部分实质、 
一 个角度或某个层面；经过导师辅导小组讨论和学生自主 

学习，新的信息使学生逐渐认识到更全面、立体、完整的 

问题；问题逐渐明确的过程进一步促使更多知识和概念的 

生成。因此，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循环上升的。 

正是看到了PBL问题和学习过程的生成性，Schmidt和 

Motmt将经典实施模型的线性程序框架改进成为循环型发展 

过程，如图2—3所示： 

问题 

导师辅导小组t建 

构、应用、解决问 

题 

导师辅导小组。分折 

B有，n讽，音柞．麓肺  

的知诅抽抽， 窟自主掌 

自主学习。成长、 

调整、重构知识结 

构 

图2—3 关注 ‘‘学习过程生成性’’的 PBL实施模型 ’ 



丁晓蔚等：“基于问题的学习 (PBL)”实施模型述评 

该模型对经典模型的改进在于：首先，它尊重问题形 

成与解决过程的动态、发展特性。虽然导师辅导小组活动 

贯穿于PBL的全过程，但是自主学习环节之后的小组深入 

讨论更为关键，因为问题的新方面会随着新信息和讨论的 

深入而持续呈现。随着对问题理解和诠释的不断加深，小 

组研究的解决方案必然也要随之调整、改进和完善，最终 

形成当前最佳的解决方案，作为今后解决类似问题的参考。 

其次，该模型还强调学生反思行为的必要性。学生在 

当前特定主题的问题研究中所经验到的内在兴趣、经验教 

训、元认知策略等，将鼓励和引导他们在未来学习和研究 

中深入研究同一主题或相近主题，使他们比初次接触该主 

题的学生更有可能顺利解决概念冲突并获得满足感-7】，能 

够间接促进学生后续相关研究的学习成效。PBL过程中的 

反思也是有益的，特别是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实现知识的整 

合、抽象化和建构；这一分析和归纳过程会为学生提供强 

烈的动机进行更多自主学习，从而更加突出了PBL的四个 

教育目标：结构性知识的建构、有效的思维过程、有效的 

自主学习技能和学习动机的强化 J。 

笔者在大学英语PBL教学过程中，曾亲历 PBL学习过 

程的生成性。我们和学生由WWW．engrish．corn这个网址引 

出了一次饶有趣味而且收获颇丰的 “公示语汉英翻译的 

PBL研究”。该网站收集的很多照片是常见公示语及其错误 

百出的英译文。导师辅导小组最初展开讨论时，师生确定 

的研究问题是 “公示语汉英翻译中的语言错误和语用错 

误”，学生的自主学习内容专注于 “错误何在”和 “如何 

改正”。但是，当导师辅导小组讨论和整合自主学习所获的 

新知识时，学生发现同一条公示语往往可与多种英语译文 

相对应，且均符合语法和语用规则。教师借机启发学生：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多元译文的现象?于是，我们的PBL研 

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循环。学生们从新一轮的自主学习和小 

组合作中得出结论：翻译理论分为两大流派，即忠于原文 

的直译法和忠于功能的意译法，导致公示语的汉英翻译呈 

多元化趋势。学生还发现，“警示性”公示语往往简洁精 

悍，为实现不容置疑的命令式语气，多采用英语国家的惯 

用语，即意译法；而 “劝诫性”公示语则多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为实现客气委婉的引导式语气，多忠于中文原文， 

即直译法。因此，不同功能的公示语，其翻译方法是有所 

偏重的。有学生大胆假设：这一现象是否源于中西文化的 

差异?中国的含蓄式文化是否导致更多的 “劝诫性”公示 

语?这一反思激发了导师辅导小组的又一轮激烈讨论，于 

是，我们的PBL被推进到第三个研究循环⋯⋯师生就这样 

以英语为媒介不断反思，不断整合和构建语言学、应用语 

言学和社会学等跨学科知识，不断培养和发展问题意识、 

研究能力、合作策略和沟通技巧，我们的PBL学习也就这 

样不断生成、上升、丰富和延展着。 

三、结 语 

PBL赋予学生相当的学习独立性和自由度，促进了深 

度学习、理解取向学习和学生个体的综合发展，使教学更 

贴近生活世界。但是，PBL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师生 

承负着比传统课堂中更大的压力和挑战；PBL实施对师生 

比例、教学硬件设备以及学校层面的政策支持要求甚高， 

限制了它的大范围推广；PBL评价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可推 

广性也不够理想；作为一种技术性、程序性、实用性的模 

式，PBL关注的是微观领域 (例如学生的个性、完全发展、 

批判和创造思维等)，但是它无法解答或解决社会层面的教 

育问题。然而，如同其他教育理论一样，PBL是动态发展 

的：它响应特定历史时期的教育矛盾、教育问题而诞生， 

并在回答问题、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得到验证和发展，但当 

解决方案孕育了新的矛盾，答案引发了新的问题时，它必 

须调整、完善自身的逻辑，以求适应新的教育需求。PBL 

数十年的成长过程充分证明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它的教育 

理论和教育理想促使其实施模型由理想的、线性的模式发 

展成为可行的、生成式模型，更加关注学生的合作与自主 

学习、导师的有效指导以及教学过程的循环性和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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