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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base course is a course with strong theory and practic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three teaching 
methods, the “TBL-CBL-PBL” integrated teaching method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in learning, conduct group 
teaching, group discussion and case analysis, and put students in the case context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core problems. By applying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 to the database project course, it can be found through comparison that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the learning effect of students can be improved greatly, which has certain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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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库课程是具有很强理论性和实践性的一门课程。“TBL-CBL-PBL”融合教学法结合三种教学方法的特点和优势，能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进行小组教学、小组讨论和案例分析，将学生置于案例情境中，有效解决核心问题。将融合教学
模式应用于数据库项目课中，通过对比发现，能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学习效果提升较大，具有一定的
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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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数据库课程是计算机各专业的主干课程，该课程所培养

的数据库技术不仅是软件开发也是大数据应用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高校纷纷对数据库相关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 [1]。数据库课程是具有很强理论性和实践性的

一门课程。传统教学往往强调理论学习而忽略了具体的实现

步骤和编程训练，学生会形成一个相对抽象的印象，导致他

们对理论的理解仅限于理论，难以体会理论应用到具体编程

实践的结果。同时，过于强调实践的教学却会使得学生对于

理论知识的掌握有所欠缺，当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难以

运用理论知识进行灵活变通地解决问题。因此，在数据库课

程强调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我校的具体教学过程中采用

了项目式教学法 [2]，打破原有课程学科之间的逻辑，将数据

库课程与具体的软件开发编程语言课程（C# 或者 Java）结合，

建立以数据库项目为内在逻辑的课程内容体系，学生的理论

结合实践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然而仍是传统的、低效率的“教

学讲”“学生听”的模式，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并没有提高，

难以对知识进行内化或深入学习。

近年来，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世界范围内

又出现了多种能有效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学习效果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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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其中包括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Team-based Learning，

TBL）、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based learning，CBL）

和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的教

学法。这三种方法在国内课程教学改革中，尤其是医学课程

的教学改革，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随着教学改革的发展，

很多教学团队将这三种方法整合一起使用，即为“TBL-CBL-

PBL”融合教学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3-5]。融合教学能

结合三种教学方法的特点和优势，进行小组教学、小组讨论

和案例分析，将学生置于案例情境中，有效解决核心问题。

“TBL-CBL-PBL” 融合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基础

知识的学习，注重信息检索技能的培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团队协作、实际操作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2 教学内容改革

在数据库项目的课堂中创新性地使用“TBL-CBL-PBL” 

融合教学模式，需要在教学理念上进行转换。第一，需要分

析影响学生学习数据库项目课程动机与兴趣等因素；第二，

任课教师的主要工作也要从传统课堂教授向课程开发、案例

设计、问题提出、信息咨询等方面转化，引导学生认识数据

库技术对于专业以及职业的重要作用，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并

融入“TBL-CBL-PBL” 融合教学模式的学习，使学生利用

数据库技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习中获得充分成长。

“TBL-CBL-PBL”融合教学模式在具体实施中包括以下几个

过程。

2.1 课前准备工作

与传统的数据库课程教学相比，“TBL-CBL-PBL”教学

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教师应在课前准备好所有与教学相

关的材料，包括教学活动设计、案例资料以及教案等。课程

导入环节应该向学生介绍课程安排、教学的意义、教学的关

键和难点、学生应掌握程度以及整个“TBL-CBL-PBL”教学

模式的过程，这样学生可以提前安排他们的学习任务。

2.2 教师分享案例及提出问题

“TBL-CBL-PBL”融合教学模式教学设计的核心是案例

的选取及问题的引导，之后学生数据库设计及代码编写的学

习都是围绕案例而展开，所以案例的选取极为重要。与此同时，

对问题的设计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问题是否贴近学生生活

及其难易程度是提高学生主动性的关键。因此，这就要求任

课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进行充分思考，根据学生的实际生活、

专业课程等具体内容进行案例选择和问题设置。并将其与数

据库技术相结合，转化成切实可行的数据库问题。例如：本

文以 C# 实现数据库的连接及数据库操作的实现为例，首先

选取某汽车销售公司的车辆库存管理为例，教师根据该案例

从数据库表的设计开始，接下去讲解 C# 连接数据库的方法，

手把手教学生实现对数据库中表的增删改查的各种操作。之

后教师给出问题，让学生以《选课管理》为例实现案例讲解

中的各种操作，并提出 C# 访问数据库有几种方法以及如何

提高数据库访问效率的问题。

2.3 学生分小组讨论交流，制定问题解决方案

根据任课教师提出的问题，学生可以根据问题进行分析

拆解，制定解决方案。以上个案例为例，学生可以根据选定

的题目进行数据库分析设计，并使用 C#.NET 框架进行实现

该数据库的增删改查，并可以发散性的解决如何优化数据库

读取、提高数据库访问效率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阅读

微软官方文档或者网上搜索相关的技术文档，并且完成编程

实现该优化解决方案。

2.4 课堂汇总与交流、展示

每个小组在讨论交流和编程实践之后，进行总结、撰写

报告并制作 PPT，然后每个小组派一名学生代表该小组汇报

各个成员的学习结果，并展示编程实践的作品。 

2.5 各小组互评与教师点评

在各小组的交流展示之后，请各个进一步互相评价，在

相互评价中互相学习。然后，任课教师总结本次授课的重点

难点，并对各个小组的学习情况、编程实践及 PPT 展示进行

点评，并指出各小组的优缺点。

3 教学改革效果评价

3.1 实地调研评价

使用“TBL-CBL-PBL”教学模式进行授课，学生具有很

强的互动性和自主性。在讲解案例之后，根据在课堂中教师

提出的问题或研讨的课题内容，学生们分组讨论并在过程中

激发创造性、拓展思路互相学习，最终学以致用将理论应用

到实践中，编程实现问题的解决方案。学生们也普遍反映对

数据库访问技术理解得更为深刻，逻辑思维更清晰，编程动

手能力也更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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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测验成绩评价

调查了教学方法不同的两个教学班，并对其阶段测验

成绩进行比较分析。 一个班试行“TBL-CBL-PBL”教学法（实

验组），另一个班使用传统教学法（对照组），两个班考

试成绩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学生教学后阶段测验成绩比较

成绩等级 90 － 100 80 － 89 70 － 79 60 － 69 ＜ 60

实验组 1 15 12 4 0

对照组 0 10 12 8 0

两个班的人数分别为 30，32 人，测验成绩的结果显示

同学们对“TBL-CBL-PBL”融合模式教学法的成绩高于传统

教学法，平均成绩相差 4.1 分，从分布上来看，应用“TBL-

CBL-PBL”教学法的成绩 80 分以上相对应用传统教学法的班

级人数较多，而 70 分以下的人数相对较少。与此同时对两组

数据进行秩和检验分析得到 P 值为 0.048，具有统计学意义。

3.3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本研究还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用于评价两个班级的学生

对两种教学法的满意程度以及这两种教学法对提升学习能力

方面的作用。根据表 2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同学们对“TBL-

CBL-PBL”融合模式教学法（实验组）满意度高于传统教学法（对

照组），并且两组具有显著性差别（P=0.0451，）。在学习

能力提升方面，两组显著性差异（P ＜ 0.05，）的有调动学

习主动性，提高利用网络和工具书自主学习能力，有助于提

高沟通能力、团队协作精神，活跃课堂气氛和融洽师生关系

这 4 项。因此，根据调查问卷结果可以反映出“TBL-CBL-PBL”

融合模式教学法相对于传统教学法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表 2 “TBL-CBL-PBL”融合教学模式效果调查统计结果

序号 指标 对照组 实验组 x2 值 P 值

1 对教学方法满意程度 20/30 29/32 4.015 0.0451

2 调动学习主动性 18/30 28/32 4.7638 0.0291

3

有助于提高理论联系实

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21/30 28/32 1.9029 0.1678

4
提高利用网络和工具书

自主学习能力
12/30 28/32 13.256 0.0003

5
有助于提高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精神
15/30 27/32 6.8736 0.0087

6
活跃课堂气氛和融洽师

生关系
20/30 31/32 7.7225 0.0054

4 结语

“TBL-CBL-PBL”教学模式在数据库项目课程中的应

用是一种教学模式的创新。该教学模式不仅教授数据库的基

本理论知识，还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获取有效信息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学生从被动地

在课堂上接受知识到主动地通过自我学习来获取知识，将以

往的“应付式”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甚至是终身学习。将

“TBL-CBL-PBL”应用于数据库项目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

次研究对象只选择了授课的两个班级进行研究，然而由于研

究的样本较少，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倚。

此外，“TBL-CBL-PBL”融合模式教学法虽然取得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然而实施好该教学模式需要任课教师精心策

划进行充分的备课，同时也需要学生主动参与才能取得良好

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学效果可能更多地取决于教师的课堂教

学能力、教学策划能力、教学组织能力和学生的参与程度。

虽然存在不足，但是本研究分别采用了实地调研、成绩评价

以及问卷调查的方法得出“TBL-CBL-PBL”融合模式教学法

对数据库项目课程的教学效果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效果。

论文为“TBL-CBL-PBL”融合模式教学法在项目式课程教学

中的应用提供了借鉴，具有较强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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