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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matology is highly specialized and difficult to lear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is complicated, which is the key point 
in internal medicine teaching. The PBL teaching model is problem-based and student-centered, which can improv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and great prospect of PBL teaching model in hematology teaching. It is hoped that PBL 
teaching model can be more widely used in hematology in the future to cultivate more hematology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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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教学模式在血液科教学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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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血液病由于专业性强，诊疗过程复杂，使得学生学习困难，是内科学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PBL教学模式以问题为导向，
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应用广泛。论文详细阐述
了PBL教学模式在血液学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及广阔前景，希望PBL教学模式在血液学教学中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培养
出更多血液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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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血液学（Hematology）是一门与分子生物学、细胞遗

传学、免疫学、生理学等基础学科密切相关的交叉科学，它

主要以血液和造血组织为研究对象。由于血液学理论较深、

难于记忆，使得血液学教学难度加大，从临床教学效果看，

学生在血液科学习效果欠佳，血液科教学已成为临床教学中

的难点与重点。如何提高血液学教学质量是血液学教学改革

的关键。传统血液学教学多采用填鸭式教学模式，然而此种

教学模式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较差，教学效果欠佳。中国

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包括任务式教学、讲

授式教学、教学查房、循证医学教学模式等，目前来看这些

教学模式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PBL 作为一种崭新的教

学模式，目前已广泛应用到各个教学领域包括基础学科、应

用学科、线上教育、线下教育等。论文结合多年血液学教学

实践经历，参考大量文献，探讨 PBL 教学模式在血液学教

学方面的尝试及应用前景。

2 血液科教学的研究现状

血液学主要研究血液系统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等

内容，是内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血液病的诊疗过程涉及多

学科，近年来，随着基础学科的不断发展，血液疾病的诊疗

方式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与此同时，血液病具有知识更新

快、专业性强、范围较广、内容抽象等特点。例如，白血病

这一常见血液病的诊断，需要进行血液、骨髓、免疫、分子、

基因等多项化验检查，这就使学生难以掌握血液病知识，而

我们在临床教学过程中也发现，临床实习医生在血液科学习

往往效果欠佳，综上血液科教学成为临床教学中的难点与

重点。

传统的血液科教学中多数老师采用“填鸭式”的教育，

即单纯的知识传授，然而由于血液科知识的抽象性、复杂性

等特点，单纯的知识灌输使学生缺乏对疾病的感性认识，导

致教学效果欠佳。针对这样的现象，中国一些学者开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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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教学模式。崔新宇等人探讨了病案导学式教学法在血液

科教学中的应用，该方法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能极大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夯实理论基础和实践技能，提高学习成绩 [1-4]。

孙园园、谭雅等人探讨了循证医学带教模式在血液科教学中

的应用，最终证实，循证医学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学生主动学

习的兴趣，提高血液科带教质量以及学生学习成绩，为以后

的临床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5,6]。冯爱梅等人探讨了 PBL 结

合循证医学教学模式在血液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结果发

现，试验组学生在组织协调、沟通交流、临床思维等方面的

能力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7]。张纯等人探讨了 PBL 教学法联

合 Sandwich 教学法在血液科教学中的应用，PBL 教学法联

合 Sandwich 教学组的理论成绩和临床技能测试成绩均高于

传统组 [8]。赵红丽等探讨了 CBL 教学法在血液科教学查房

中的应用，认为这一举措能够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和自主思

考能力，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9]。教学查房在血液科教学中

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农庆伟详细阐述了优质的教学查房对

于血液科教学的意义，不仅能够培养医学生临床独立思考能

力，也有利于提升带教老师自身带教水平 [10]。

血液科是临床医学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目前主要的

教学方法包括 LBL、TBL PBL、教学查房、循证医学教学

模式等等，一些所谓新型的教学模式例如病案导学式教学法

（Case-Based Learning，CBL）等，实际是 PBL 教学模式的

一种应用方式，是考虑到医学学科的教学特点，结合医学教

育需求，将广义的 PBL 教学模式进行改良而形成的一种教

学模式。目前 PBL 教学模式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的教

育，然而其在血液科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与前景研究相对较

少，且多数相关研究集中在国内，相关的国际研究较少，更

多更优质的教学方法还有待探索。

3 PBL 教学模式概述

PBL 教学模式最早由 McMaster 大学的 Barrows 教授等

人于 1969 年率先应用于神经病学教学，并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随后将这种教学模式逐渐推广到全世界的医学教育

领域 [11]。PBL 教学模式强调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核心，

其具体内容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就具体病例的诊治或某一具

体的医学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的学习过程 [12]。相比于传统的

单方面输出的讲授型教学模式，PBL 教学模式更能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更多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激发了学

生探索、解决问题的兴趣，从而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PBL

教学模式是基于认知心理学产生的教学模式，其教学方法符

合认知心理学的原则，具有深厚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 [13-15]， 

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对提高学

生长期的自主学习技能有巨大且持久的正面影响。

PBL 教学模式是一种教学理念，当其实际运用到教学

过程中时，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于其应用方法的多样

性，往往我们提到 PBL 教学模式时并不能明确具体的教学

方法如何，目前国际上建立的 PBL TalkBank 数据库详细记

录了 PBL 在不同群体和不同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16]，可供我

们在设计相关教学方法时参考。PBL 教学模式的表现形式

多种多样，目前在医学教学中应用最多的是老师提出需要解

决的问题，学生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分工合作，对问题进行深

入的探讨学习，并形成总结汇报，各小组展示学习成果，最

后由老师进行点评总结及主题延伸升华。可以看到，这样的

学习过程调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而老师的作用主要

是把控学习的方向，传统的讲授作用被弱化。PBL 教学模

式在教育领域应用广泛，季军的研究证明了 PBL 教学模式

在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能够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 [17]，罗昱

的研究探讨了 PBL 教学模式对于大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18]，高惠宁等的研究将 PBL 教学模式

应用于面向留学生的中国概况课程，极大地激发了留学生们

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 [19]，晏美娟等将 PBL 教学模式与微信

平台相结合，探索了线上 PBL 教学模式在神经病学理论教

学中的效果研究，证实了线上教学中 PBL 教学模式的可行

性 [20]，吕海侠等的研究证明了新冠疫情背景下 PBL 教学模

式的优越性及可行性 [21]。总之，PBL 教学模式适用范围广泛，

应用方式多种多样，能根据不同情况调整其教学方式以适应

不同的教学场景需求，在各种类型的教学过程中均取得了广

泛的认同，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教学模式，拥有极大的应用

前景。

4 PBL 教学模式在血液科教学中的应用前景

PBL 教学模式加强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主要通过学

生自己查找资料和互相讨论来解决问题，这个过程既锻炼了

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了学生自主解决问题及对所学知识的

运用能力，又能够促使学生团结协作，增加学生对所学知

识的认知深度，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综合素质和沟

通能力等方面也起到了正面作用，有利于学生的个人长期 

发展 [12]。PBL 教学模式也存在一些缺陷，譬如需要占用学

生课余时间积极准备，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

担，可能会使学生产生抵触心理，而在 PBL 教学模式下，

如果学生不能积极参与配合，教学效果将会大打折扣。此外，

PBL 教学模式虽然使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讲授作用相对弱

化，但并非降低了对老师的要求，相反，其对老师在选题、

引导、分析、讨论、总结等各方面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老师在 PBL 教学模式下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角色。

目前 PBL 教学模式在血液科教学中有所应用，上文所

述的病案导学法实际也是 PBL 教学模式的一种表现形式。

例如，刘现辉等的研究中采用了准备病案—小组学习—学生

讨论—老师精讲这样的学习方式，结果显示，在血液科教学

中采用病案导学式教学法，可提升学生的满意度与期末考试

成绩 [2]。在孙园园的研究中，采取了提出问题—寻找证据—

课堂讨论—总结经验的学习方法，尽管名为“循证医学临床



69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5卷·第 06 期·2022 年 03 月

带教在血液科教学中的应用初探”，其核心理念也是 PBL

教学模式，该研究结果再次验证了PBL教学模式的优越性 [5]。

赵红丽等人将 PBL 教学模式应用于血液科日常教学查房过

程中，从实际的病例出发，通过良好的问题设置，引导学生

思考，加深学生对血液系统疾病的理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9]。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

PBL 教学模式也推陈出新。对于血液科研究生教学，考虑

到由于学生的地域和时间分散性，传统的 PBL 难以开展，

我国有学者创新性将微信与 PBL 教学模式相结合创造出微

信—PBL 教学方法，该研究方法中，微信作为 PBL 教学的

平台，通过微信群、视频会议、PPT 展示、在线考试及打分

系统等，实现了在线 PBL 教学的新模式，在这个 48 人参与、

涉及到 8 个临床病例的研究中，证实了微信—PBL 教学模

式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 [22]。

5 结语

虽然有越来越多人尝试将 PBL 教学模式引入血液科教

学过程中，但总体来说 PBL 教学模式在血液科临床教学中

应用较少，需要更多研究探索其在血液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效果及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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