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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妇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医学临床课程,
它要求医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并能够灵活运用现代诊

疗手段和传统辨证相结合的临床技能。传统单一的

教学方法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利于培养学

生的临床思维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改进教学模式和

教学理念对于增强学生临床综合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异位妊娠是妇产科常见的急腹症之一,有导致孕产妇

死亡的危险。异位妊娠不仅是临床上的急危重症,也
是中医妇科临床教学的重难点。在中医妇科学异位

妊娠疾病教学过程中,采用以案例为基础的问题学习

(problem-basedlearning,PBL)教学法,取得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深受学生欢迎。现将过程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教学对象为本校中西医临床本科专业学生,20名

2013级学生为A组,15名2014级学生为B组,17名

2015级学生为C组。3组学生年龄等一般资料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均为中医妇科学异位妊娠疾病。

A组学生采用传统课堂讲授的方法,2学时。按

照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课堂讲授。

B组学生采用以案例为基础的PBL教学法,4学

时。教学过程包括课前准备、小组讨论。
课前准备: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PBL教案

《淋漓不净的“月经”》,课前1周发给学生,主诉为“月

经一直不干净2周余”,按照疾病实际发生的顺序,采
用“分幕式”分2次将全部病案提供给学生,让学生有

充分的时间熟悉病例,查阅相关文献,做好发言准备

工作。每组选出组长、记录员各1名。
小组讨论:学生以案例为基础进行充分的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组长负责协调讨论进程,记录员负责

在黑板上将同学的发言重点内容进行记录。讨论结

束后由组长对本次讨论的内容做总结性发言。教师

在整个过程中不参与学生的讨论,仅在太偏离主题时

加以提示。讨论结束后教师对讨论情况进行点评,并
对此过程中学生争论的焦点、疑难问题作进一步的分

析和解答,最后归纳本病案中重点内容。

C组学生采用以案例为基础的PBL教学法结合

传统课堂讲授法,4学时。教学过程包括以案例为基

础的PBL教学法3学时和传统课堂讲授1学时。

1.3 教学效果评价

病案分析测试:课后对3组学生进行病案分析题

测试,主要考察学生对异位妊娠知识要点的掌握情

况、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辨证论治

能力以及中医思维能力。
问卷调查:B组和C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调查

问题包括是否喜欢在中医妇科教学中采用此教学法、
是否能提高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临床的能力、是否能

提高自学能力及检索查阅文献能力、学习花费时间的

长短、教案设计的优缺点、对教师指导水平的建议、还
需要做哪些改进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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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病案分析题分数比较

B组、C组学生病案分析题分数显著高于A组学

生(P<0.05),且C组学生病例分析题分数显著高于

B组学生(P<0.05)。见表1。
表1 3组学生病案分析题分数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病案分析题分数

A组 20 6.10±0.62
B组 15 7.13±0.62*

C组 17 7.59±0.49*△

  与A组比较*P<0.05,与B组比较△P<0.05

2.2 问卷调查结果

课程结束后,发放调查表32份,回收30份,其中

有效的调查表30份,问卷调查表有效率93.75%。
以案例为基础的PBL教学法优点:所有学生均认

为该法不仅可激发理论学习的兴趣,提高主动学习的

能力,而且可激发接触临床的兴趣和热情;能将基础

理论与临床问题紧密联系,提高临床实践能力;有利

于培养临床思维能力;认为PBL教案设计虽复杂疑

难,但比较真实,符合临床实际;均希望更多章节采用

PBL教学法。
以案例为基础的PBL教学法不足:43.3%的被调

查学生认为该法课下耗时长,效率不高;36.67%被调

查学生不建议全部课程内容采用PBL教学法;35.8%
的B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欠缺系统化和完整性。

以案例为基础的PBL教学法结合传统教学法的

优点:87.5%的C组学生认为PBL教学法之后教师的

小结性讲授可提高效率,提高知识点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能充分掌握该病的重点和难点。

3 讨论

PBL教学法,即基于问题的学习,该方法强调在

教学的过程中设置问题,利用问题的设置和引导将学

习方向引入到实际的情景当中去,强调教师引导学生

进行小组讨论,从而提高学习者解决问题的能力、独
立实践能力和知识整合能力。PBL教学法在国内外

医学院校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引入中医妇科学等临

床学科的教学也收到了满意效果[2-4]。
随着人工流产和盆腔炎患者增多,异位妊娠发病

率有上升趋势,并有导致孕产妇死亡的危险。异位妊

娠临床症状可能不典型,具有隐蔽性,诊断困难,如果

医生对异位妊娠的警惕性认识不够,常常容易误诊和

漏诊。因此,在中医妇科教学中,如何提高医学生对

异位妊娠的警惕性和辨识度并使其得到尽早诊断和

治疗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在中医妇科异位妊娠的

教学过程中,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引入PBL教学法,更
符合妇科临床学科教学的特点,能从临床角度来进行

实用性知识的学习,让学生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培养临床思维能力、持续学习

的能力,以及解决中医妇科临床问题的能力,为学生

进入临床实习做好理论知识和临床思维能力的准

备[5-6]。
优秀的PBL病案设计是保障PBL教学成功的关

键。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注重收集典型病例和疑难病

例,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加以修改,设计具有启发性

的病案。如“异位妊娠”PBL病案中,设计患者就诊的

原因是“月经”淋漓不净,并且患者自觉没有“停经”
史,如果缺乏对异位妊娠的警惕性,就会按照常规的

异常子宫出血进行治疗,造成误诊。我们在病案设计

中有意强化患者主观的认识,自认为“月经”淋漓不

净,自认为没有“停经”史,通过讨论,强化学生对“停
经”的不典型表现的关注,引导学生正确判断是否存

在“停经”史,从而提高异位妊娠的诊断率。再如病案

中设计了尿 HCG阴性的检查结果,据此结果很多学

生排除了妊娠相关疾病的诊断。经过引导、讨论,学
生学会如何正确分析化验单,使学生对异位妊娠的诊

断要点印象深刻,正是在这样一波三折的诊治过程中

不断强化训练了医学生对异位妊娠的临床思维能力。
在两年的教学实施过程中,通过收集教师和学生对病

案设计、教学过程的反馈,不断加以总结、修改和改

进。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同学们认为异位妊娠PBL病

案设计合理,具有启发性,不仅提高了同学们中医临

床思维能力,还增加了同学们对中医妇科浓厚的学习

兴趣,多名同学有志于报考中医妇科专业研究生希望

进一步研究学习中医妇科学。
在对B组学生实施以案例为基础的PBL教学法

并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部分B组学生认为以案例为

基础的PBL教学法课下耗时长,学习内容缺乏系统化

和完整化。而课堂讲授的传统教学法也具有不可比

拟的优势,如讲授概念准确、思路清晰、知识框架系统

全面等,能弥补PBL教学法的不足。因此,我们对C
组学生进行了教学模式的改进,适当减少PBL教学时

间,将4学时改为3学时,并对重难点内容增加了传统

教学法的讲解。这样,以案例为基础的PBL教学法结

合传统教学法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结果也证实采

用以案例为基础的PBL教学法结合传统教学法的C
组学生对教学法满意度评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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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而言,存在《中医妇科学》教学大纲规定的

课时少、指导教师人员不足等问题,所以单用PBL教

学法或PBL教学法结合传统教学法尚不宜在《中医妇

科学》教学的全部内容中推广应用,应结合《中医妇科

学》课程体系的特点,根据不同的疾病内容采取适宜

的教学方法,针对不同的章节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并在教

学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参 考 文 献

[1] 曹博,程志,曹德品,等.PBL教学模式在医学教学改革中

的应用[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7,4(7):1-2.

[2] 谢知慧,赵粉琴.PBL在中医妇科学教学中的实施与体会

[J].中医教育,2013,32(3):30-32.
[3] 牛红萍,周晓娜,杨丽娟,等.PBL教学法在《中医妇科学》

教学中的应用及存在问题[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7,

9(34):16-17.
[4] 李潇.PBL教学法在医学类本科班中妇科学习的实践

[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8,16(3):27-28,32.
[5] 刘琰,班振英,王芳.PBL在异位妊娠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J].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28(4):350-351.
[6] 赵帅,张建伟,连方.中医妇科学PBL和案例教学法结合

的教学效果探讨[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9,6
(12):7-8.

(收稿日期:2021-03-06)

  (上接第278页)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专业委员会.特应性皮炎中医诊

疗方案专家共识[J].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

2013,12(1):60-61.
[2] XuF,YanS,LiF,etal.Prevalenceofchildhoodatopic

dermatitis:anurbanandruralcommunity-basedstudyin
Shanghai,China[J].PLoSOne,2012,7(5):e36174.

[3] 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免疫学组,特应性皮炎协作

研究中心.中国特应性皮炎诊疗指南(2020版)[J].中华

皮肤科杂志,2020,53(2):81-88.

[4] 王欣欣,刘季平,李思佳,等.中药治疗特应性皮炎疗效和

安全性的系统评价[J].中国免疫学杂志,2019,35(24):

3054-3059.
[5] 耿利娜,薛征.玉屏风散临床运用及药理研究进展[J].山

东中医杂志,2020,39(12):1369-1374.
[6] 赵子申,高雅丽,刘文芳,等.玉屏风散现代药理学研究及

皮肤科研究进展[J].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

2018,17(2):187-189.
[7] 明阳灿,王娜,聂颖,等.徐辉甫应用虫类药治疗儿科疾病

经验举隅[J].湖北中医杂志,2020,42(12):25-27.
(收稿日期:2021-02-26)

·3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