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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探讨基于问题教学法 （ＰＢＬ教学法）在中医药院校药本科生药理学教学中
的应用效果。方法：在湖南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２级药学专业选取２个小班引入 ＰＢＬ教学法，另２个
小班引入ＬＢＬ教学法作为对照，采用问卷调查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效果评价。结
果：与ＬＢＬ教学法相比较，ＰＢＬ教学法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对专业知识的
掌握程度 （Ｐ＜００１）；接受ＰＢＬ教学的学生期末考核成绩显著优于接受 ＬＢＬ教学的学生 （Ｐ＜
００１）。结论：ＰＢＬ教学法可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药理学的教学质量，是适用于中医
药类院校药理学教学的新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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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理学是联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重要桥
梁学科，是高等医学教育的一门主干课程。药理

学具有实践性强、知识更新快、与临床具有密切

联系等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我国医药卫生事

业的发展，药理学在医药学中的作用逐步提高，

因此学好药理学对于医学院校的学生来说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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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意义。由于药理学涉及内容广泛、新药物新

理论不断更新，许多医学院校的学生在学习药理

学之前尚未接触临床，对一些常见疾病缺乏客观

的认识，因此有可能导致学生理解困难，学习兴

趣低下。在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中，学生普遍反映有些药理学章节内容枯燥乏味、

知识点散乱、难以记忆。为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

和教学方法，笔者将ＰＢ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教学法应用于药理学教学中，以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学习、听得明白、记得

牢固、用得灵活，从而提高药理学教学质量。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ＰＢＬ）教学模式最
早是由美国学者 Ｂａｒｒｏｗｓ于 １９６９年在加拿大
ＭｃＭａｓｔｅｒ大学医学院提出并实施的，该模式以学
生为中心，主要由 “设定学习目标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构建学习过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和学习目标的手段
———案例 （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三部分构成［１］。与传统

的 “以授课为基础的学习” （Ｌｅ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ＬＢＬ）教学模式相比，ＰＢＬ教学模式强
调把学习设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

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进行合作以解决真实性的复杂

问题，学习隐藏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ＰＢＬ教学
模式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容

易、更牢固地掌握药理学的知识，而且还可培养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模式和临床思维能力。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医学教育在教学改革的探索中不断成

熟和完善，ＰＢＬ教学法逐渐成为了我国医学教育中
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模式［２］。本文旨在探讨 ＰＢＬ教
学模式在中医药类院校药理学教学过程的实施方

法及其教学效果评价。

一、实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湖南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２级本科药学专业，２个
小班 （９０人）引入 ＰＢＬ教学模式；２个小班 （９３
人）采取 ＬＢＬ教学模式作为对照组。所有学生均
经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入学，学生的年龄、

性别、入学成绩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

具有可比性。

（二）教材与教师

两个班级均采用同一统编教材 （全国高等中

医药院校教材—卫生部 “十二五”规划教材，药

理学，第２版），同一教学大纲，同一授课计划，

两个班级总学时数均为 ９６学时 （其中理论学时

６４，实验学时 ３２）。理论与实验课均由同一教师
任教。

（三）教学方案

１ＰＢＬ教学方法组 （实验组）

（１）教师备课，全面了解全体学生情况，认
真分析教材，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编制ＰＢＬ
模式教案，教案实施前经教研室讨论审核。

（２）分别对两个班的学生进行随机分组，每个学
习小组８－１０人，选取小组长一名，负责组织本小
组的组内学习和讨论，收集本小组成员学习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和疑惑。 （３）教师围绕教学目标，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交代教学内容，指出重点和难

点；设置具有开放性和探索性特点的问题，提前

把问题告知于学生并为学生提供与教学内容相关

的材料及参考书目。在 ＰＢＬ教学模式的早期 （过

渡）阶段需考虑到课程进度及学生接受的能力，

应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开展。 （４）学生围绕教
师提出的问题认真阅读教材，利用网络、图书馆

书籍等资源广泛查阅文献资料，自主学习后开展

组内讨论以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５）分组授课：
每个小组一位教师 （可以由小组长或其他同学担

任）对本小组学习成果进行汇报，其他小组学生

可以提问，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和交流，并利用多

媒体课件对疑难问题进行补充与解答。为了让学

生可以各抒己见，充分发挥创造性思维，课堂上

至少要用５０％的时间让学生自学和讨论。（６）总
结评价：教师根据课堂讨论情况所反映的典型问

题进行点评概括，梳理所有知识点，并结合实例

对重点、难点进行归纳讲解。

２ＬＢＬ教学方法组 （非实验组）

基本采取传统的课堂教法，以教师讲授为主，

结合ＰＰＴ和板书，课前对上一堂课的重点内容进
行梳理和回顾，课后对各章节知识点进行归纳

总结。

（四）评价方法

在学期末，应用问卷调查与考核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评价，以检验 ＰＢＬ教学模式在中医药院校
药理学教学中是否优于ＬＢＬ教学模式。
１问卷调查：以无记名的方式对所有的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学习态度、

能力、知识三方面共１１个项目，每种教学法的每
个项目均分为 “好、较好、一般、差”４个等级，
接受不同教学方法的学生对不同的等级进行选择，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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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项目均只选一个等级，用 “√”表示。
２考核评价：两个班级均采取闭卷考试，考

场及考试时间、监考人员等均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题型为客观性试题与主观性试题相结合，其中客

观性试题 （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名词解释）

占６０％，主要考核学生对药理学基本概念、基础
理论的理解；主观题 （简答题和论述题）占４０％，
考察学生的分析、理解及综合判断和应用能力。

考试结束后由教务处及考务人员对试卷进行封装，

交付教研室，采取统一的评分标准进行流水阅卷。

（五）统计分析方法

所有数据均以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

库，采用Ｚ检验和卡方检验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以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１ＰＢＬ教学模式对学习态度的影响
ＰＢＬ教学模式对学习态度的影响主要从激发学

生学习积极性和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两方面进行

考察。表１结果显示，与传统教学方法比较，ＰＢＬ
教学模式在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提高学生学习

主动性两方面均显著提高 （Ｐ＜００１）。

表１　ＰＢＬ教学和ＬＢＬ教学对学习态度的影响

考察项目
ＰＢＬ教学

好 较好 一般 差

ＬＢＬ教学

好 较好 一般 差
χ２ Ｐ

激发学习积极性 ３８ ５０ １ ０ ７ １９ ６５ ２ ８３．９１ ０．００

提高学习主动性 ３６ ５１ ２ １ ８ ２０ ６４ １ ７０．２１ ０．００

２ＰＢＬ教学模式对学习能力的影响
本研究所考察的学习能力包括自学能力、归

纳问题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人际沟通

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团队合作意识。表２结果显

示，接受ＰＢＬ教学方法的学生学习能力显著高于
接受ＬＢＬ教学方法的学生 （Ｐ＜００１），提示 ＰＢＬ
教学模式可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表２　ＰＢＬ教学和ＬＢＬ教学对学习能力的影响

考察项目
ＰＢＬ教学

好 较好 一般 差

ＬＢＬ教学

好 较好 一般 差
χ２ Ｐ

增强自学能力 ３４ ５２ ３ １ ８ ２２ ６１ ２ ６４．３６ ０．００

提高归纳问题的能力 ３１ ５１ ７ １ １０ １８ ６４ １ ５２．７７ ０．００

培养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２８ ５３ ７ ２ ９ ２０ ６３ １ ４７．３２ ０．００

提升人际沟通能力 ３０ ５１ ９ ０ １０ ２３ ６０ ０ ４７．６５ ０．００

提高查阅文献

信息的能力
２６ ６０ ４ ０ １２ ２４ ５６ １ ４６．２５ ０．００

增强团队合作意识 ２７ ５３ ９ １ １３ ２６ ５２ ２ ３１．４６ ０．００

３ＰＢＬ教学模式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影响
本研究所考察的专业知识学习主要包括：总

体知识面，药理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理论与临

床联系的情况。表３结果显示，在专业知识学习方
面，ＰＢＬ教学法显著优于ＬＢＬ教学法 （Ｐ＜００１），
提示ＰＢＬ教学法可拓展学生知识面，使学生融会
贯通地掌握药理学知识，并将理论知识更好地与

临床联系起来。

（二）期末考核成绩结果分析

正态分布是一种重要的概率分布，教育领域

中许多现象的数据总体均按正态形式分布，例如

学生的智力水平、实验技能、考试成绩都是呈正

态分布的。Ｚ检验是用正态分布的理论来检验两个
平均数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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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ＰＢＬ教学和ＬＢＬ教学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影响

考察项目
ＰＢＬ教学

好 较好 一般 差

ＬＢＬ教学

好 较好 一般 差
χ２ Ｐ

拓展知识面 ４０ ４６ ４ ０ ９ １９ ６４ １ ７２．４１ ０．００

全面掌握药理学知识 ４１ ４５ ３ １ １０ ２０ ６２ １ ６５．８５ ０．００

将理论知识与临床

实践相联系
４１ ４７ ２ ０ １２ ２１ ５９ １ ６５．７０ ０．００

　　本研究所涉及的两个教学班级期末考试成绩
见表４，结果显示接受ＰＢＬ教学和ＬＢＬ教学考试成
绩＞８０分的人数分别为３７和２６人，考试成绩 ＞
７０分的人数分别为８０和６６人。接受 ＰＢＬ教学法
班级期末平均成绩为８３５２±９２０，ＬＢＬ教学法班

级期末平均成绩为７１２３±８０２，采用双总体 Ｚ检
验法对两个班的平均成绩进行比较，结果显示Ｚ＝
９６２＞２５８，因此Ｐ＜００１，表明ＰＢＬ教学法班级
平均成绩显著高于 ＬＢＬ教学法班级平均成绩，提
示ＰＢＬ教学法具有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效果。

表４　ＰＢＬ教学法和ＬＢＬ教学法学生考试成绩比较

教学模式
分数分布情况（人）

＞９０分 ８０～８９分 ７０～７９分 ６０～６９分 ＜６０分
珋χ±ｓ Ｚ－ｔｅｓｔ

ＬＢＬ教学法 ６ ２０ ４０ ２４ ３ ７１．２３±８．０２

ＰＢＬ教学法 １１ ２６ ４３ ９ １ ８３．５２±９．２０
９６２

　　　注：ＰＢＬ教学成绩与ＬＢＬ教学成绩比较，Ｐ＜００１。

三、讨论

我校药学专业是在大三安排专业课程的学习，

学生在此之前学习的是专业基础课如解剖学、生

理学、病理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他们普

遍期待与向往专业课程的学习。我校药学专业药

理学安排有９６个学时，其中理论学时６４，实验学
时３２，以往授课的经验发现，由于学生对临床疾
病与药物治疗缺乏感性认知，而药理学教学内容

丰富庞杂，涉及到成百上千个药物，因此很多学

生缺乏学习兴趣，长期以来仅以考试过关作为学

习目标。本教研团队为提高我校药理学教学质量，

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探索符合中医药

高等院校学科特点的教学方式，我们一直致力于

药理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

ＰＢＬ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是一种主动性、
开放性、探索性的学习模式，国外的教学实践表明

ＰＢＬ教学模式在培养医学生综合能力方面具有明显
的优越性。传统的ＬＢＬ教学模式重在传授知识，教
师和学生之间沟通的时间极为有限，学生发现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也被抑制，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ＰＢＬ教学模式可积极引导学生提出问题、指导学生

多角度地思考和解决问题，学生们通过团队合作使

一个个问题明朗化，认知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也

体验到了解决问题带来的喜悦和成就感，形成了一

个良性循环，从而激发起学生学习药理学的兴趣［３］。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学生与学生大胆地猜测与交流，

老师与学生互相尊重、民主和谐的交流与讨论，让

学生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充分地展示自己，更容易

触发学生学习药理学的激情。

本教研团队在２０１２级药学专业的２个班开展
了ＰＢＬ教学，在课前给学生准备一些与教材内容
相关的 “量身定制”的临床问题，加强了基础学

科与临床实践的横向联系和纵向渗透，学生在回

答问题时既理解了药物的临床应用和不良反应等

知识点，也提高了学习的兴趣。本教研团队研究

发现，与ＬＢＬ教学模式相比，ＰＢＬ教学显著地改
善了学生的学习态度 （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

高了学生的各项学习能力 （自学能力、归纳问题

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人际沟通能力、

查阅文献的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加强了学生对

专业知识的学习 （拓展知识面、全面掌握药理学

知识、理论与临床实践相联系）。此外，接受 ＰＢＬ
教学法的班级期末考试成绩也明显优于接受 ＬＢＬ
教学法的班级。以上结果提示，本教研团队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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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厚盼，等：ＰＢＬ教学模式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实践

的ＰＢＬ教学模式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实践和探索取
得了初步成效。

ＰＢＬ教学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医学教学模式，对
习惯了ＬＢＬ教学的教师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新的教学方法对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为了在教学过程中得心应手，提出科学性的

问题，教师需加强其他人文学科知识如医学伦理

学、卫生经济学、卫生法学的学习，同时应掌握

国内国际的最新药理学研究动态，时刻与学生分

享各种研究成果，如２０１４年度清华大学施一公团
队首次揭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 γ－分泌酶的精细三
维结构，中山大学颜光美团队发现Ｍ１溶瘤病毒等
轰动世界的重大科研成果［４－５］。只有具备丰富人文

和科学知识的教师才能真正成为 ＰＢＬ教学真诚谛
听者和指引者。教师的培养是 ＰＢＬ教学能否成功
实施的关键因素，尤其在引入 ＰＢＬ教学的初期阶
段，教师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本教研团队已

计划定期组织药理学教师进行 ＰＢＬ教育理论和教
学方法的学习，定期开展临床讲座，组织专家培

训，使教师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以全

面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素质，为 ＰＢＬ模式在
我校药理学教学中全面普及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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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创新行为与成果都是以 “团队”为基本单

位实现的。对个人来说，团队合作的力量可以帮

助个人实现自身理想，同时个人也能够在这个过

程中得到一种集体荣誉感，并愿意为集体作出贡

献，使自身的奉献精神和协作精神得到有机的统

一。对集体来说，团队合作精神可以促使所有成

员形成相同的价值观与目标，凝结士气，推动整

个团队的发展。在课程上，尽量要求学生以团队

为单位，通过协作与分工的方式完成各项实验、

作业与任务；在日常训练生活中，开展各类文体

活动与实践活动，如辩论赛、团体竞赛、文化月

等，并作为长期活动，定期开展下去，形成有特

色的优良传统并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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