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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 PBL+CBL 立体式教学方法在《病理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

择我校 2018 级预防医学专业学生,随机抽取两个小班作为研究对象,两个班级随机进入正常教学组(30 名)和

PBL+CBL 教学组(29 名)。 两组同学均接受同一教师的规定《病理生理学》教学内容。 PBL+CBL 教学组在部

分章节上课前会接收到临床病例及针对病例提出的问题,并进行课前讨论和课后总结。 采用思政教学效果评

价量表、大学生学习适应性量表,以“问卷星”在线问卷调查的形式,学生匿名自由填写表格(非强制填写),评
估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和医学生的学习适应性情况,并分析两个班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和两年后的长效记忆能

力。 结果 PBL+CBL 教学组学生填写课程思政评价表的比例显著高于正常教学组学生( χ2 = 6. 361,P =
0. 012)。 PBL+CBL 教学组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和两年后的长效记忆能力均明显优于正常教学组( t= 3. 355,
P<0. 05;t= -3. 081,P<0. 05)。 课程思政评价表的“本人的掌握程度”“达到课程目标”“这门课蕴含的思政元

素”“你对这门课的印象”这 4 个问题上的评价,PBL+CBL 教学组学生明显优于正常教学组(P<0. 05);PBL+
CBL 教学组学生在基础医学课程中的学习适应性要优于正常教学组学生(P<0. 05)。 结论 PBL+CBL 立体式

教学方法在《病理生理学》课程思政的教学过程中效果良好,学生满意度高,可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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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PBL+CBL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Pathophysiology
 

course. Metho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Grade
 

2018
 

majoring
 

in
 

pre-
ventive

 

medicine
 

from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including
 

normal
 

teaching
 

group
 

and
 

the
 

PBL+CBL
 

teaching
 

group. All
 

students
 

were
 

accepted
 

Pathophysiology
 

course
 

content
 

from
 

the
 

same
 

teacher. The
 

PBL+
CBL

 

teaching
 

group
 

will
 

receive
 

clinical
 

cases
 

and
 

some
 

questions
 

of
 

the
 

clinical
 

cases
 

before
 

theory
 

class,and
 

partici-
pate

 

i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clinical
 

cases
 

pre-
 

and
 

post-class. The
 

clinical
 

cases
 

should
 

be
 

associated
 

with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ffect
 

evaluation
 

scale
 

and
 

the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adaptability
 

scal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and
 

the
 

study
 

of
 

medical
 

student
 

adaptability
 

situation. Meanwhile,the
 

final
 

exam
 

results
 

and
 

long-term
 

memory
 

ability
 

of
 

the
 

two
 

classes
 

of
 

student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in
 

the
 

PBL+CBL
 

teaching
 

group
 

filling
 

out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valuation
 

form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tudents
 

in
 

the
 

normal
 

teaching
 

group
 

·041·



济宁医学院学报 2023 年 4 月第 46 卷第 2 期　 J
 

Jining
 

Med
 

Univ,April
 

2023,Vol. 46,No. 2

(P= 0. 012),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enthusiasm
 

of
 

the
 

two
 

classes
 

in
 

filling
 

in
 

the
 

learning
 

adapt-
ability

 

scale. The
 

test
 

scores
 

of
 

students
 

in
 

the
 

PBL+CBL
 

teaching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nor-
mal

 

teaching
 

group
 

(P<0. 05). In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valuation
 

form
 

and
 

in
 

the
 

learning
 

adaptability
 

in
 

basic
 

medical
 

courses,the
 

scores
 

of
 

students
 

from
 

PBL+CBL
 

teaching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teaching
 

group (P<0. 05). Conclusion The
 

PBL + CBL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method
 

has
 

a
 

good
 

effect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pathophysiology
 

course. It
 

can
 

be
 

popularized
 

in
 

the
 

teach-
ing

 

process
 

of
 

other
 

courses
 

of
 

basic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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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对医学生的政治思想引导
工作一直被视为教育的首要重任。 在传统的思政
教育中,主要由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来完成这项任
务。 但是,医学生的思政教育如果仅依赖于思政课
程,则会缺少专业课程的支撑和融合作用,在医学
生的人文素质和高尚医德培养等方面效果欠佳。
《病理生理学》课程的授课对象是二年级下或三年
级上的医学生,此时已完成大多数医学基础课程的
学习,但尚未接触临床医学课程。 为了提高医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效果、培养学生的医学人文情怀、锻
炼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我们提出以病例和案例为
基础( case-based

 

learning, CBL) 和以问题为导向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的立体式教学方式:
即以理论教学知识点为基础,以典型的临床病例和
临床问题为载体,把本课程的知识点与思政教育相
融合,培养人文素质高、专业知识扎实、医德好的卓
越医学创新型人才。

1　 对象及方法

1. 1　 对象

选取安徽医科大学 2018 级预防医学专业的学
生,随机抽取两个小班作为研究对象,每小班约 30
名同学。
1. 2　 方法

1. 2. 1　 教学方法　 两个班级随机进入正常教学组
(30 名)或 PBL+CBL 教学组(29 名)。 两组同学均
接受同一教师的课堂授课。 正常教学组仅按教学
大纲要求进行教学;PBL+CBL 教学组在正常教学
组基础上采用 PBL+CBL 融合课程思政教学,此组
同学在部分章节上课前会接收到临床病例或案例
及针对病例或案例提出的问题,并进行课前讨论和
课后总结。 PBL+CBL 设计及课程思政内容见表 1。
1. 2. 2　 观察指标 　 1)学生主动填写表格的积极
性。 以“问卷星”在线问卷调查的形式,学生匿名
自由填写表格(非强制填写),统计两组学生的填
表积极性。 2)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采用思政教学

表 1　 PBL+CBL 设计及《病理生理学》课程思政内容

章节 案例举例 课程思政点

绪论与疾病 概
论

脑死亡案例 宣传器官捐献、节约
医疗资源

水电解质紊乱 中国泌尿外科奠基
人吴阶平“不愿做美
国华人”的事迹

宣传爱国情怀、艰苦
奋斗精神

酸碱平衡紊乱 机体对酸碱平衡的
调节(多系统参与)

弘扬“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的”社会主义
互助精神

缺氧 血 液 性 缺 氧 案 例
(CO 中毒)
低张性缺氧案例(胡
玉龙士官河中救人
溺水)

鼓励学生宣传医学
科普知识、急救知识
舍己救人是中华民
族优良传统
引导学生学会评估
现场环境、救人前先
保己

发热 抗洪抢险一线官兵
人墙堵洪水案例

宣传不 畏 艰 辛,
 

不
怕牺牲的大无畏英
雄主义精神

应激 我国著名生理学家
王志均教授在神经-
体液调节机制方面
做出的贡献
新闻报道:学生自杀
案例

宣传老一辈科学家
的爱国情怀、艰苦奋
斗精神
宣传健康生活方式、
正确排解压力方法

休克 “中国好司机”车祸
伤致脾破裂、失血性
休克案例
休克代偿保证重要
脏器供血、次等脏器
供血减少

无偿 献 血、 从 我 做
起;鼓励医学生宣传
无偿献血知识
弘扬“集体利益高于
个人利益”

弥散性血管 内
凝血

临床重症 DIC 和休
克可互为因果、恶性
循环

旨在培养学生认真
的习惯和为患者负
责的态度

心功能不全 “感 动 中 国 年 度 人
物” 歼 15 舰载机工
程总指挥罗阳心肌
梗死、猝死案例

大爱的胸怀、忘我的
精神、进取的锐气
宣传健康生活方式
“早睡早起”

呼吸功能不全 新冠感染病例 宣传医护人员的奉
献精神、坚守岗位

肝功能不全 上消化道出血加重
肝性脑病案例

时刻关注病人

肾功能不全 汶川地震北川中学
的学生秀秀肾衰,治
愈后立志学医

施救者舍生忘死的
救死扶伤精神
被救者立志学医救
人、回报社会

效果评价量表评估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量表采用

4 等级法记分,分别为差、一般、好、非常好 4 个等

级,统计学生在每个等级中的数量(频数)。 该量

表 Cronbach′s
 

α 为 0. 977。 3)大学生学习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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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大学生学习适应性量表[1] ,评估医学生的学

习适应性情况。 量表采用 4 等级法记分,分别为

差、一般、好、非常好 4 个等级,统计学生在每个等

级中的数量 ( 频数)。 该量表 Cronbach′ s
 

α 为

0. 952。 4)期末成绩。 比较两组医学生的《病理生

理学》课程期末成绩分数,并以 80 ~ 100 分为优秀、
60 ~ 79 分为合格,59 分以下为不合格。 5)长时间

记忆效果。 在本课程结束的两年后,再次对两组学

生进行 20 道客观题(每题 5 分、共 100 分)的测试,
由于此次考核临时通知、未给学生复习和准备的时

间,故能真实反映学生对《病理生理学》重难点知

识的长效记忆能力。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 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成绩数

据呈正态分布,以 x±s 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
验比较两组学生的学习当年期末考试成绩、课程结

束两年后的测试成绩是否有统计学差异。 频数资

料采用卡方检验统计分析,两组学生填写两种量表

的积极性对比采用 2×2 列表卡方检验;两组学生

填写两种量表的具体情况采用 2 × 4 列表卡方检

验。 P<0. 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组学生表格填写的积极性

两组学生匿名自由填写表格(非强制填写),
PBL+CBL 教学组学生填写课程思政评价表的比例

高于正常教学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 =
6. 361,P = 0. 012)。 两组学生在进行学习适应性

量表填写的积极性无统计学差异( χ2 = 1. 147,P =
0. 293)。 见表 2。

表 2　 两组学生表格填写积极性的比较

组别
课程思政评价表

已填 未填 参与比例

学习适应性量表

已填 未填 参与比例

正常教学组 20 10 66. 7% 29 1 96. 7%

PBL+CBL 教学组 27 2 93. 1% 26 3 89. 7%

χ2 6. 361 1. 147

P 0. 012 0. 293

2. 2　 两组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

PBL+CBL 教学组学生的期末考试的成绩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 = 3. 355,P<
0. 05)。 见表 3。

表 3　 两组学生期末考试成绩比较

组别
不及格人数

(<60 分)
及格人数

(60~80 分)
优秀人数

(>80 分)
实际

考试人数
及格率 优秀率 分数

正常教学组 2 11 17 30 93. 33% 56. 67% 81. 43±11. 88

PBL+CBL 教学组 0 3 25 28 100% 89. 29% 89. 71±6. 24

χ2 / t - 7. 714 3. 355

P 0. 492∗ 0. 005 0. 002

注:Fisher 检验。

2. 3　 两组学生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PBL+CBL 教学组学生在“本人的掌握程度”
“达到课程目标” “这门课蕴含的思政元素” “你对

这门课的印象” 问题上的评价明显优于正常教学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 见表 4。
2. 4　 两组学生学习适应性情况

PBL+CBL 教学组学生在“我喜欢大学老师的

授课方式”等 11 个问题上的评价明显优于正常教

学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 见表 5。

表 4　 两组学生课程思政评价量表分析

题目
正常教学组(频数)

差 一般 好 非常好

PBL+CBL 教学组(频数)
差 一般 好 非常好

χ2 P

课程相关内容的传授 0 3 11 6 0 3 10 14 2. 255 0. 324
课程讲授的技巧 0 3 10 7 0 3 10 14 1. 320 0. 517
本人的掌握程度 1 8 7 4 0 0 13 14 15. 660 0. 001
运用的教学方法 0 3 10 7 0 3 12 12 0. 465 0. 792
课程兴趣 0 5 9 6 0 0 16 11 3. 568 0. 312
达到课程目标 0 6 8 6 1 4 14 8 9. 301 0. 010
课程内容体现时代特点 0 3 9 8 0 4 10 13 0. 351 0. 839
这门课蕴含的思政元素 0 6 6 8 0 0 10 17 9. 406 0. 009
这门课对我有启发性 0 3 9 8 1 4 12 10 0. 768 0. 857
你对这门课的印象是 0 4 8 8 0 0 10 17 6. 565 0.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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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两组学生学习适应性量表分析

题目
正常教学组(频数)

差 一般 好 非常好

PBL+CBL 教学组(频数)
差 一般 好 非常好

χ2 P

我能较好地掌握老师所教授的专业知识 3 8 16 2 2 5 9 10 4. 375 0. 224
我喜欢大学老师的授课方式 2 5 21 1 1 2 10 13 15. 691 0. 001
我喜欢实践多理论少的课程 1 2 18 8 1 2 11 12 2. 333 0. 506
上大学后我更懂得自主学习了 2 9 12 6 1 6 8 13 4. 296 0. 231
课余时间我经常自主学习 5 11 11 2 1 7 12 6 5. 452 0. 142
我认为一个班级的良好的学习氛围,会让
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高涨

3 0 16 10 0 0 7 19 9. 179 0. 010

我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并为之努力 1 10 17 1 0 4 12 10 11. 668 0. 009
在课堂上,我喜欢积极发言 9 8 12 0 4 9 6 7 10. 851 0. 013
上课前我会提前准备好预习 6 13 9 1 2 14 4 6 7. 390 0. 060
我有自己系统的学习方法 1 8 19 1 0 6 12 8 8. 171 0. 043
我喜欢活泼生动的教学方式,不喜欢传统
的讲授方式

1 1 16 11 0 1 12 13 1. 579 0. 664

周围的同学认为,课外活动会降低学习效
率

10 10 9 0 8 11 1 6 12. 544 0. 006

我会详细制定学习计划进行学习 3 13 12 1 0 7 13 6 8. 272 0. 041
上课时我常认真地听老师上课 2 4 21 2 0 3 13 10 9. 222 0. 026
学习是为了更专业化 1 2 18 8 0 1 13 12 2. 784 0. 426
学习是为了去探索更多的知识 1 2 18 8 0 0 10 16 7. 812 0. 050
我通过老师上课的讲解和完成作业来探
索专业知识

2 4 18 5 0 1 14 11 6. 405 0. 093

上大学后,学习全凭个人兴趣 2 6 18 3 3 10 7 6 6. 897 0. 075
上大学后,我的动手能力得到了提升 2 1 22 4 0 2 17 7 3. 640 0. 303
我认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可以提高学
习效率

1 0 17 11 0 0 8 18 5. 783 0. 055

遇到不懂的问题,我会在课后自己去了解 1 4 18 6 0 3 15 8 1. 542 0. 673
我都能积极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不会
拖拉到交作业的时候

2 6 17 4 0 4 10 12 8. 075 0. 044

我上完课一般进行复习 3 11 13 2 0 10 9 7 6. 408 0. 093
相对于高中的教学方法,我更喜欢大学的
教学方式

4 6 17 2 0 4 10 12 13. 233 0. 004

我花在学习的时间比娱乐的多 5 10 12 2 2 7 10 7 4. 625 0. 201
我认为学习不是应付考试,考前抱佛脚的
心态完全不可取

3 6 18 2 1 4 11 10 8. 284 0. 040

我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 3 11 13 2 0 9 12 5 4. 375 0. 224

2. 5　 两组学生长效记忆能力情况

PBL+CBL 教学组的学生长效记忆《病理生理

学》知识点优于正常教学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t= -3. 081,P<0. 05)。 见表 6。

表 6　 两组学生长效记忆能力对比(分,x±s)

组别 最高分 最低分 分数

正常教学组 80 40 64. 07±15. 60

PBL+CBL 教学组 90 55 74. 31±9. 23

t -3. 081

P 0. 003

3　 讨论

《病理生理学》是主要探讨患病或损伤的机体

功能和代谢变化的学科,其主要任务是揭示疾病的

本质[2] ,它是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学

科,课程本身具有知识点复杂且抽象的特点[3-4] 。
目前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在大二下或大三上学期

开设《病理生理学》课程,此时医学生还没有接触

临床,普遍反映此课程难学、难记、难懂。 现阶段医

学教育普遍存在以传授知识点为中心、脱离实际的

问题,医学生多为“知识接受者” [5] 。 而非“主动学

习者” [6] 。 为了解决“教”与“学”的突出矛盾,我们

开展 PBL+CBL 融合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让学生

主动参与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发
现问题,提高学习兴趣,帮助医学生更深刻的掌握

本学科知识点,以期提高学生的课程学习效果。
《病理生理学》 教学过程中的课程思政实施,

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和建立健全的人格。
课程思政教学是向医学生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主战场[6-8] 。 也是广大教师

教学改革的重要研究方向[9] 。 然而,在现阶段《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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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理学》 课程思政的进行仍受到各方面条件的

制约。 首先,在课程教学层面,教材版本虽不断更

新,但几乎没有对医学生三观思想、职业道德、医德

医风内容上的涉及。 其次,授课教师多为医学院校

的专业课教师,即临床医学专业毕业或基础医学专

业毕业的老师,而非思想政治专业的老师,对思政

内容的掌握不够系统和专业;最后,专业授课教师

也缺乏在课程中进行思政教育的意识,导致课程思

政的实施之路较为曲折。
本教学团队对《病理生理学》课程内容进行优

化和创新,深挖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和思政

元素,完成了一组课程思政教学素材库;形成一套

《病理生理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文件,包括课程思

政教案、教学大纲等。 为了评估此套思政素材库、
教学方法是否能提高教学效果,我们对 PBL+CBL
教学组学生进行 CBL 教学模式[10] 联合 PBL 学习

模式[11]的改革探索,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各章节临

床思政案例及案例后问题,让学生们自己总结出

“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和爱岗敬业的责任意识”、
树立“积极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科学的世界

观”,形成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本文结果显示,PBL+CBL 的教学模式有助于

激发医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独立思考、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提高教学效果,更有利于课程

思政实施。
目前,PBL+CBL 立体式教学模式在《病理生理

学》课程思政中的运用已初见成效,在我校本科生

中涌现出一批“高铁站救人” “马路边救人” “捐献

造血干细胞” “参与抗疫的志愿者” 的先进典型。
今后,我们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挖《病理生理

学》课程思政元素,收集课程思政相关案例及相应

问题,并完善课程思政评价方法,形成“价值引领、
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相融合的教育教学内容,“润

物细无声”式的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爱国情怀、职
业道德和职业精神,进一步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效

果,促进医学教育模式改革的不断深化。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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