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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PBL结合CBL教学法在康复治疗专业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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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慢性病致残患者增加，加快我国

康复医学发展、加大康复医学人才培养力度势在必行，以岗

位能力为导向进行康复治疗人才培养是提高康复临床医疗

质量的必经途径[1]。康复医学是以改善功能障碍为目标，康

复技术为主体的一门新兴学科，康复治疗学专业更是一门实

践性强、技术门类多的专业学科。为了保障实习教学质量，

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在多年的康复治疗学专

业本科实习教学过程中，不断尝试教学改革摸索，结合应用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和以

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CBL），将其在康

复治疗学专业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模式进行了设计、实践

和探索，在教学中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6—2018年于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物理

医学与康复学教研室实习的康复治疗专业本科实习生为研

究对象。其中 2016—2017年实习学生 36名为对照组，男生

16名，女生20名，采用传统教学模式。2017—2018年实习学

员36名为观察组，男生19名，女生17名，采用PBL结合CBL

教学模式。

1.2 教学方法

1.2.1 传统教学模式：采用本教研室以往常规的教学模式，

即理论讲授-演示-操作实践。理论内容由本教研室具有教学

资格的教师（含医生和治疗师）讲授，并安排思考题。治疗师

进行治疗技术演示，学生在老师监督下进行实践操作。实习

结束前进行考核。

1.2.2 PBL联合CBL教学模式：PBL结合CBL教学法，核心

是以病例为核心，问题为抓手，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

思考、勤于实践的临床工作能力。其教学组织的设计和架构

分为五个阶段，基本流程见图1。

第一阶段，集体备课。在教学实施前，由教研室集体备

课，教学组长和带教老师根据康复医学治疗专业的实习带教

计划和要求选取常见、具有代表性、有教学意义的典型临床

案例，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病史、影像学资料、实验室检查、

康复评估、康复治疗方案、康复治疗阶段性进展及随访记

录。在征得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后留取相关视频、音频、

影像资料。根据典型病例的特点，厘清知识点之间的逻辑，

突出康复治疗学特色，设计难度渐进式的一系列问题，由教

研室对知识点和带教方法进行统一培训。

第二阶段，自主学习。每6名学生组成1个学习小组，每

4个小组配 1名带教老师。老师将病例、问题等布置给学习

小组。各小组进行资料预习，查阅资料，包括临床诊断、康复

评估、病例分析、经内部讨论提出康复方案、康复技术操作要

点等，在带教老师指导下实施康复治疗，记录康复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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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PBL结合CBL教学组织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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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功能预后。

第三阶段，讨论汇报。这一部分是在教师引导下的深入

讨论过程，对于学习提升非常重要。以小组为单元，就教师

事先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汇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进行启

发、诱导，对重点和难点问题引导学生深入分析、讨论，从多

角度分析和解释，从病理生理、临床表现、康复评估、康复治

疗预后等方面进行归纳和整理。

第四阶段，总结提高。教师就病例进行相关知识的系统

梳理，将学生讨论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教学问题

进行重点讲解和总结，启发学生应用已学知识进行综合分

析，在这个过程中应用多种方法从正向、逆向两个方面启发

学生思维能力，达到理论的升华和提高。

第五阶段，考核反馈。在每一专题教学结束时，对学生进

行临床理论考核和康复技术实践考核。理论考核以康复治疗

师职业资格考试大纲为标准设置内容。实践考核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操作技术，内容包括康复评定、物理治疗、作业治

疗中常用治疗技术，主要考核学生对技术操作要领的掌握；第

二部分是病例考核，选取标准化患者，学生通过问诊、查体、评

定给出康复评估报告，选择康复治疗方案，在此过程中，既考

核学生的临床思维，也考察学生与患者的沟通能力。

1.3 评价方法

在实习结束时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两部

分，第一部分：比较两组实习生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成绩；第

二部分：通过问卷调查模式考察学生对教学方法的反馈。

考核：两组学生在实习结束时均进行理论知识和操作考

核。理论知识以闭卷考试形式进行，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简答题、问答题和病例分析题，题目来自我教研

室题库，题目难度保持基本一致，总分为100分，评分由不参

与本轮教学的老师承担。操作考核为标准病例的康复评估

和方案制订，以及示范主要操作技术，总分 100分，由 2名不

参加本轮教学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老师同时评分，并且不

能交流和沟通，取平均分为最后得分。

问卷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

学习主动性、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对教

学满意度等。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

表示，采用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2.1 考核成绩

观察组理论考核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分析不

同类型考题得分，病例分析题的分数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1），其他类型题目观察组略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操作考核成绩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1。

2.2 问卷调查结果

两组问卷收回率 100%，均为有效问卷。结果显示两组

80%以上学生对实习教学具有较高满意度。对知识点的掌

握，对照组 77.78%学生，观察组 86.11%选择了满意以上；分

析/解决问题能力，对照组 88.89%，观察组 94.44%学生选择

了满意以上；学习主动性，对照组 72.22%，观察组 88.89%学

生选择满意以上；对教学满意度，对照组 86.11%，观察组

94.44%学生选择满意以上。观察组对教学的满意度稍高于

对照组，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

3 讨论

康复医疗团队中，康复治疗师是完成康复治疗的主要执

行者，康复治疗师的能力高低，决定了康复医疗的质量，没有

康复治疗师就没有康复治疗[2]。康复治疗学是培养康复治疗

专业人才的专业，其目的是在掌握理论知识基础上，培养具

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专业能力的康复专业医疗人员。该专业

不仅需要具体扎实的专业技术，同时也需要良好的沟通、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3]。因此，传统以教师为主体，知

表1 两组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比较 （x±s，分）

理论考核
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简答题
问答题

病例分析题
总分

操作考核

对照组

7.69±0.92
15.83±1.75
16.22±1.44
15.78±1.71
21.86±2.03
77.29±3.30
80.31±3.40

观察组

7.78±0.90
16.33±1.82
16.22±1.19
16.23±1.59
24.63±1.55
81.19±3.58
85.03±3.50

P

0.699
0.239
1.00

0.257
0.000
0.000
0.000

表2 两组实习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调查 [例（%）]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Uc值
P值

例数

36

36

对知识点掌握
非常满意

16
(44.44)

19
(52.78)

0.481
0.6302

满意
12

(33.33)
12

(33.33)

一般
7

(19.44)
4

(11.11)

不满意
1

(2.78)
1

(2.78)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非常满意

22
(61.11)

26
(72.22)

0.374
0.708

满意
10

(27.78)
8

(22.22)

一般
4

(11.11)
2

(5.56)

不满意

0

0

学习主动性
非常满意

20(55.56)

22(61.11)

0.039
0.969

满意
6

(16.67)
10

(27.78)

一般
8

(22.22)
1

(2.78)

不满意
2

(5.56)
3

(8.33)

对教学满意度
非常满意

22
(61.11)

24
(66.67)

0.241
0.809

满意
9

(0.25)
10

(27.78)

一般
5

(13.89)
1

(2.78)

不满意

0

1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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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为核心的教学方式不能满足康复治疗师培养目标的需要。

空军军医大学作为西部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所全

国重点大学。2017年我校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院校行列，

随着学校的升级、教育层次的提高，对康复医学专业的本科

实习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带教人员在

教学改革实践中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教学创新，适应新形势

发展的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学习”的PBL教学法[4]，20世纪

60年代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创立[5]，它是以问题为

基础，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师的整体把握指导下，让学生通过

小组讨论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讨论式教学方法[6]。康复医学

教育中的很多实践证实,PBL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高学习技能、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发现新的有价值的

问题[7]，提高教学效果。贾功伟等[8]在神经康复学“面神经炎

康复”教学中应用PBL教学，该组学生在理论考试和技能操

作考试中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

CBL教学法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和法学

院，在教学中更加强调以案例为基础[9]，以案例为先导，以学

生为主体开展教学，在医学教育实践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效

果。李萍等[10]在运动康复专业本科《作业治疗学》课程教学

中选取典型案例，应用CBL教学法，显示学生的学习兴趣、

知识理解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都有提高，该组学生在理论考

试和实践操作技能考试成绩均高于传统教学组。

PBL与CBL两种方法进一步结合的教学模式也在康复

医学不同层次的教学实践中进行了探索。招少枫等[11]在康

复医学选修课“言语和吞咽障碍评估”这一章节教学中探索

融合PBL和CBL教学法，结果显示大多数同学认为这种教

学方式能提高学习兴趣，提高独立思考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

力。张丽荣等[12]在康复治疗学专业见习教学中应用CBL和

PBL教学法，提高了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学生学习主观能动

性和综合能力都高于传统教学法。

康复治疗学专业涵盖康复评估与治疗技术门类多、实践性

强，但学生的实习时间却是有限的。本研究采用 PBL结合

CBL教学法，以临床案例为基础，以临床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

主体，以小组学习和集体讨论汇报的形式组织教学。结果表

明，学生对单纯知识点的考核，如单项、多项选择题以及简答题

等，PBL结合CBL教学组与传统教学模式组之间差异不明

显。但是病例分析题，PBL结合CBL教学组学生的成绩显著

高于对照组，操作考核成绩也显著高于对照组。问卷调查反馈

结果显示，学生对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满意度最高，学习主动性

提升、对知识点的掌握以及整体教学都显示较高满意度。PBL

结合CBL教学组各项评价指标中选择“非常满意”和“满意”的

学生数比传统教学组多，但是差异不明显。分析原因可能主要

因为两个组的学生在实习中都得到了知识和能力的提高，对教

学的反馈都给显示出较高满意度，没有表现出组间差异。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观察组和对照组分别为两个年

级的学生，样本量较小，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能力、学习态

度等存在的差别可能使结果产生偏倚，需要在今后持续的教

学实践中，增大样本量，对学生基本情况进行进一步分层，以

得出更有针对性的结果。另外教学效果的好坏与病例准备、

问题凝练的质量密切相关；如何提高病例质量、深入挖掘临

床问题、启发学生思维能力都需要教学单位和教师在教学实

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PBL结合CBL教学法的实施，对带教

老师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要求较高，教师对关键知识点的把

控、临床综合知识储备、对学生的引导能力以及协调能力都

有较高要求，我国康复医学教育发展尚未成熟，康复医学教

育的专业师资仍处于薄弱阶段[13]，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专业师

资能力的持续培训。

综上所述，作为传统教学方式的一种补充，PBL 结合

CBL教学法充分利用和挖掘有限的教学资源，尤其是病例资

源，可显著提高教学效果，同时提升了学生的操作技能、理论

知识学习和病例分析能力，值得在康复医学教育中进一步探

索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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