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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教学法在肾脏病教学改革中的体会＊ 
 

任昊，刘宏发，王国保 

（南方医科大学 南方医院肾内科，广州 510515） 

 

 

    摘 要：目的：改革肾脏病学教学方法，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法”（PBL）调动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提高教学质量。方法：在肾脏病学课堂教学中，采用课堂提问、典型病例讨论、课后布置思考题、

相关知识比较等多种PBL教学方法，对传统的“一言堂”式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结果：PBL教学方法比“一

言堂”式教学方法效果好，学生满意程度高，学习主动性提高。结论：PBL教学模式可以提高肾脏病学课堂

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PBL教学 肾脏病学 教学质量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采用灌输式和填鸭式，老师教的乏味，学生听的枯燥。随着当今医学知识的不断更

新，21世纪医学模式的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已难以满足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人材的要求。如何处理好教

与学之间的关系，达到两者的统一？我们在肾脏疾病课堂教学中，大胆采用PBL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

rning)即“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法”，其核心在于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中心、以学员为主体、以教员为

向导的教学方法，尝试采用课堂提问、典型病例讨论、相关知识比较、课后布置思考题等多种PBL教学模

式，对传统的“一言堂”式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围绕教学问题，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创新性及运用知识解

决问题的能力为教学目标，受到了学生的一致好评，取得良好的效果。 

  1.PBL教学模式的方法及内容 

  1.1 重视课堂提问，进行启发式教学 

  肾脏病学是一门专科性很强的临床医学学科，是内科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传统的肾脏病学教学方式是

以教师为主体，教师授课往往“一言堂”，学生只能当听众，因此学生上课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甚至

打瞌睡的现象，对教师所讲的内容消化吸收率不高。如何引导学生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参与学习、思考

呢？我们在肾脏病理论授课中采用课堂提问方式，实行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将每堂课中的重

点、难点以及容易混淆的知识汇编成各种问题，穿插在每堂课讲课过程中，这样既培养了学生思考问题、

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又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主动参与的兴奋状态，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紧扣重点，让学生理解透彻，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2 设计典型临床病例，激发学习兴趣 

  由于教学时数少，教学内容多，加上肾脏疾病临床表现相似，治疗方案错综复杂，使学员容易搞错搞

乱。虽然死记硬背可以应付考试，但造成学员对肾脏疾病的学习产生厌烦情绪。如何提高学员对肾脏疾病

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是授课教员的一大难题。我们在教学中发现不少学生对生硬的书本

内容不感兴趣，但对临床病例中的各种症状、检查、治疗却兴趣盎然，由于还没有进入到临床见习阶段，

不可能直接接触到真正的临床病人，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设计了典型的临床病例进行讨论，例如在讲授

泌尿系统症状学时，我们设计了一个因泌尿系感染后使用氨基甙类抗生素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典型病

例，通过对这个病例的分析讨论，把排尿异常、尿量异常、血尿、肾功能衰竭等授课重点内容通过生动的

临床病例引导出来，使学员对泌尿系统症状有深刻印象，进而激发了学员对肾脏疾病的学习兴趣。 

  1.3 通过比较加深对疾病的认识 

  比较教学是一种常用的教学方法。肾脏疾病由于临床症状相似，治疗方案纷繁复杂，对于初学肾脏疾

病的学员来说，如何在短时间内正确掌握疾病的特征及鉴别要点呢？我们体会比较教学的效果较好。例如

肾脏疾病常见的急、慢性肾炎综合征，临床上都可以表现出浮肿、高血压、蛋白尿、尿量减少、肾功能异

常等症状，对于初学者来说，往往容易混淆，在课过程中，我们除了将现两种疾病的相同点加以比较，重

点把两者的不同之处如肾脏的大小、贫血程度、抗“O”和补体水平以及血尿、蛋白尿的程度、肾脏病理的

差异进行比较，使学员一目了然，加深学员对疾病的认识水平。 

  1.4 布置课后思考题，培养自学能力 

  肾脏病学的教学时数较少，每个年级的教学时数都不超过10个学时，而教学内容较多，仅仅原发性肾

小球疾病就有五大综合征，还有急、慢性肾功能衰竭、继发性肾脏疾病、泌尿系感染等多项教学内容，要

在课堂上使学员完全掌握所有的知识要点并能灵活运用到今后的临床诊治过程中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培

养学员课后的自学能力，这种自学能力在学员以后的学习工作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能引导学生自觉、

主动、积极投入到自学当中呢？我们认为布置课后思考题，同时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把授

课的重点、难点内容及临床上经常遇到的问题，通过课后思考题的形式布置给学员，同时将相应的参考

书、参考文献资料提供给学员，让学员们在课后进行学习、思考与判断，在下一次上课时进行统一讲评，

学员们可以通过教员的综合讲评，看到自己对知识点的理解程度，加深对重点、难点内容的理解，同时培

养学员的自学能力。 

  2.PBL教学方法的效果及评价 

  在我校医学类5年制本科生中，我们选取临床本科2003级两个教班作为比较，一个教班采用传统式教

学，另一个采用PBL教学模式，课后每个教班随机抽取60名学生进行理论考试及教学情况问卷调查。 

  2.1 学习成绩比较    

表1 传统式教学法与PBL教学模式学习成绩比较 

                                              学生平均成绩 

传统式教学法                      7 

  PBL教学法                           84                

    结果表明，采用PBL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改革后，学生的平均成绩较传统式教学法成绩增高。 

  2.2 教学情况比较 

表2  传统式教学法与PBL教学模式教学情况比较 

                学习主动性   理论知识的掌握   病例分析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 

传统式教学法        79%          80%            72%         74% 

PBL教学法           84%         92%            88%         85% 

 

  结果显示，PBL教学方法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更多的学生对肾脏疾病的学习产生兴趣，

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较传统式教学法好，同时，对于从未接触临床疾病的学生来说，PBL教学方法

能够更好地让学生了解如何分析病例，在临床思维能力和病例分析能力的培养中都较传统式教学法有所提

高。 

  2.3 学生意见反馈 

表3  传统式教学法与PBL教学模式学生意见反馈比较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传统式教学法          5.8%            64.8%              9.4% 

PBL教学              62.3%           34.2%              4.5% 

   

    结果表明，学生对PBL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的满意程度明显高于传统式教学法。PBL教学模式以其特有的

教学方法赢得了学生的普遍认可。 

  总之，PBL教学模式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的肾脏疾病理论授课的教学方法，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理念，符合21世纪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人材的要求，使学生乐于学习，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取得

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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