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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结合循证医学在康复治疗专业
临床带教中的应用研究*

张艳明1 杨翠翠2，3 宋为群1 胡 洁1 葛亚丽1 曲斯伟1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的临床实习是康复治疗技术理

论知识的临床实践过程，是从学生转变为合格康复治疗师的

关键阶段，临床带教老师如何提高临床实践带教质量尤为重

要。目前，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是一种能够调动学生主动性而且从实际问题出发的教

学理念，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是科研实

践和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出发点是解决临床问题，强调临

床研究证据，获取和分析信息，准确评估及使用基于循证的

证据，增强临床治疗能力，反映出诊断和治疗模式的新变

化。PBL和EBM的结合已被国内外医学院校广泛应用，并

取得良好的效果[1]。因此，在康复治疗实习生的临床实践教

学中，需要不断探索教学改革与创新，利用PBL与EBM相结

合的实习教学模式进行临床实践带教，评价教学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为 2018年 7月—2020年 2月在我科实习的康

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 39人，分为试验组[19人，男生 4人、女

生 15 人，平均年龄（21.21±1.03）岁]和对照组[20 人，男生 6

人、女生 14人，平均年龄（20.70±0.66）岁]。两组实习生在性

别及年龄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全体实习生在康复医学科临床实习时间为8个月，试验

组采用PBL与EBM 相结合教学方法，对照组采用传统的临

床实践教学方法。依据实习计划及大纲分配带教老师。

1.2.1 试验组：带教老师采用PBL与EBM 联合教学方法，具

体过程如下：①分组精选病例，按照教学大纲提出临床问题。

按照6—7人/组进行分组，由带教老师带领实习生进行康复临

床病例选择与分析，让实习生知晓该临床病例涉及的相关功

能障碍，嘱咐实习生预习相关的康复治疗知识，通过临床病例

的具体实践，分析精炼需要处理患者功能障碍问题。②引导

分析，基于问题进行讨论，寻找最佳的循证学依据。在带教老

师的指导下，实习生针对患者功能障碍的发病机制、功能评定

及治疗方法进行分析。依据功能障碍为主线，使用医学数据

库 Cochrane 图书馆、PubMed、MEDLINE、Embase、CNKI、中

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等数据库检索、查阅相关文献，参考

循证医学评估的适用性、真实性，依据文献分级水平、推荐等

级，合理判断文献的准确性及实用价值。小组依据所查文献

的最佳证据，阐述本组治疗方案的最佳选择，针对不同观点进

行讨论分析。经过小组内的讨论形成统一的治疗方案，最后

再由1名实习生对此功能障碍的治疗方案进行总结。③反馈

和总结：带教老师对小组中的最终意见进行全面评论，并总结

及归纳相关的知识点，指导实习生在康复治疗方案选择上能

够正确地应用循证医学证据，帮助实习生在循证医学文献检

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难题进行指导及分析，康复治疗的重

点相关知识内容进行点评、拓展及融会贯通。

1.2.2 对照组：按照传统的临床实习带教方法在科室实习，

指导并帮助实习生完成主管患者的病例分析、康复评定、制

定康复计划，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患者的康复训练工作。

1.3 实习效果评价

两组实习生在临床实习结束后进行考试，包括相关理论

知识考试及技术操作，由教学秘书统一安排，试题从科室题

库中抽取，难度系数基本一致，各占50分，总分100分。考试

向实习生发放无记名调查问卷，调查内容有 18个项目[2]，作

为评价临床实习效果的主观指标，每个项目分为非常好、较

好、一般、差。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使用 SPSS 25.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采用 t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两组实习生考试成绩比较

两组实习生的相关理论知识考试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P＞0.05），但试验组实习生的治疗技术操作考试成绩及

总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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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实习生调查问卷比较

两组实习生发放调查问卷 39 份，收回 39 份，回收率

100%，问卷有效率100%。试验组实习生有14个方面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而在提高师生互动

沟通能力、提高医患沟通能力、带教方法的适应性、对带教老

师的满意度4个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康复治疗技术是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培养康复治疗

师，临床实践中要求治疗师具备很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强

调动手能力，并能够清楚地分析患者的功能障碍，具有多种

治疗技术手段，以及将相关的治疗技术有效地应用到临床实

践中。那么，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其教学目标就要更加注重

实践能力的培养，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增强运用病例

分析及资源检索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实习生的临床思维方

式，通过循证医学依据的充分运用，提高分析问题及总结归

纳的能力[3]。

PBL以学生为中心，根据提出问题并指导学生解决问题

的方式进行教学。EBM是国际临床领域研究的一种新的医

学模式，核心是发现问题、寻找证据、评估证据，并运用最佳

证据合理地解决问题[4]。因此，PBL方法能够在实践中体现

EBM思维理念，而EBM思维有利于促进PBL教学方法更好

的实施[5—6]。

为了不断提高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实习的临床带教效果，

尤其是在患者功能障碍的实际分析与康复计划制定方面，我

们尝试对实习带教模式与观念进行改革与创新。PBL教学

法联合EBM思维与传统的医学教学模式不同，通过综合分

析评价循证学证据，以病例为中心，选择真实性和实用性的

证据支持，制定解决患者功能障碍的最佳治疗方案[7]。本研

究中在PBL教学方法中引入了EBM思维，有效提升了实习

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分析患者功能障碍能力，开阔了实习生

的学科视野，进而提高了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带教质量。

3.1 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PBL教学方法结合循证医学思维模式的教学过程中，学

生充当主导地位的角色，带教老师作为引导者的身份，结合

患者的功能障碍，指导学生深入思考，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

切入点对医学问题进行分析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8—9]。本

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的操作技能及总成绩明显优于对照

组。问卷调查中试验组实习生认为此方法能够调动学习积

极性、提高自学能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理论与实践更好

结合、提高灵活运用知识及分析归纳能力，表明试验组实习

生能够针对患者具体的功能障碍，利用资料数据库检索，对

检索的文献资料进行筛选、分析及归纳，探索针对患者功能

表1 两组实习生考试成绩比较 （x±s，分）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人数

19
20

理论考试

40.68±2.29
39.90±2.90

0.934
＞0.05

操作技术考试

44.68±2.16
31.75±2.81

16.059
＜0.05

总成绩

85.37±3.24
71.65±4.07

11.614
＜0.05

表2 两组实习生调查问卷比较 （%）

组别

调动学习积极性
试验组
对照组

提高自学能力
试验组
对照组

发挥主观能动性
试验组
对照组

培养临床思维
试验组
对照组

提高师生互动沟通能力
试验组
对照组

提高医患沟通能力
试验组
对照组

提高信息获得能力
试验组
对照组

提高文献资料检索的能力
试验组
对照组

提高文献资料阅读的能力
试验组
对照组

加强理论与实践更好结合
试验组
对照组

提高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试验组
对照组

提高分析归纳能力
试验组
对照组

提高自身整体水平
试验组
对照组

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试验组
对照组

带教方法的实用性
试验组
对照组

带教方法的适应性
试验组
对照组

对此教学方法的满意度
试验组
对照组

对带教老师的满意度
试验组
对照组

人数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19
20

非常好

12（63.16）
4（20.00）

11（57.89）
2（10.00）

11（57.89）
2（10.00）

16（84.21）
2（10.00）

11（57.89）
10（50.00）

7（36.84）
6（30.00）

12（63.16）
3（15.00）

18（94.74）
2（10.00）

15（78.95）
3（15.00）

15（78.95）
3（15.00）

11（57.89）
4（20.00）

10（52.63）
2（10.00）

9（47.37）
1（5.00）

14（73.68）
3（15.00）

18（94.74）
9（45.00）

13（68.42）
12（60.00）

14（73.68）
4（20.00）

12（63.16）
12（60.00）

较好

7（36.84）
8（40.00）

8（42.11）
14（70.00）

8（42.11）
10（50.00）

3（15.79）
1（5.00）

8（42.11）
10（50.00）

12（6.16）
14（70.00）

7（36.84）
6（30.00）

1（5.26）
6（30.00）

4（21.05）
4（20.00）

4（21.05）
4（20.00）

8（42.11）
5（25.00）

9（47.37）
11（55.00）

10（52.63）
14（70.00）

5（26.32）
6（30.00）

1（5.26）
11（55.00）

6（31.58）
8（40.00）

5（26.32）
16（80.00）

7（36.84）
8（40.00）

一般

0（0）
8（40.00）

0（0）
4（20.00）

0（0）
8（40.00）

0（0）
17（85.00）

0（0）
0（00）

0（0）
0（0）

0（0）
11（55.00）

0（0）
12（60.00）

0（0）
13（65.00）

0（0）
13（65.00）

0（0）
11（55.00）

0（0）
7（35.00）

0（0）
5（25.00）

0（0）
11（55.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差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χ2

12.049

11.849

14.437

28.882

0.244

0.205

16.462

28.364

20.988

19.387

14.943

12.516

12.049

18.195

11.315

0.300

11.299

0.041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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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通过在临床实践中逐渐熟悉患者病

例，将所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不断地应用到临床实践，有助于

实习生更好的掌握相关康复治疗技术，逐步独立制定个体化

的康复治疗方案，显著提高了患者治疗的有效性，极大程度

的提高了实习效果。

3.2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在临床实习过程中，我们需要培养实习生的临床分析思

维能力，实习生可以有效地建立临床分析思维能力，将会有

利于他们今后在实际工作中的发展[10]。一般的临床实习带

教模式是被动式的，实习生难以形成创新意识。循证医学是

依据临床问题以科学的方法和证据重新加以评估，最佳循证

医学证据制定治疗方案[11—12]。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结果表明，

将PBL与EBM思维有效使用，可以使学生养成主动学习的

习惯，逐渐建立临床思维模式，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检索文献

资料的分析选择能力也得到了提高，通过对循证医学证据的

合理分析、推理及归纳，制定合理、有效的个体化康复治疗方

案，可以解决患者功能障碍的实际问题。

3.3 有利于提高实习生的团队协作意识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多数试验组学生认为应用

PBL结合EBM思维模式更能提高自身整体水平及提高团队

协作能力。Richard等[13]研究表明，约60%的学生认为PBL在

提高职业精神及团队合作有明显的作用。实习生在临床实

习过程中，在思考如何准确高效地解决问题时，根据他们不

同的理论知识水平，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实习生学会

了分工合作、彼此协作，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带教老师主动

引导实习生进行自学和思考，学会团队协作、倾听和表达，能

够听取并批判性地接受不同成员之间的观念与看法，锻炼实

习生的团队合作意识，提高了团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

将来建立和谐的团队关系奠定良好基础。

3.4 有利于提高带教老师建立循证医学教学思维

在临床实习带教过程中，带教老师建立循证医学思维、

高超的专业技能水平及灵活带教技巧能够实现学生良好的

临床学习效果。通过循证医学思维训练、专业知识学习和教

学经验交流，教师不断更新该学科及相关领域的科研成果，

增加知识储备，并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循证医学教学

思维[14]。通过确定患者功能障碍问题、检索文献、评价文献、

应用最佳证据、检验临床决策五步执行，建立带教老师的循

证医学思维，为探究提高带教老师循证医学思维提供了有益

的方法[15]。

PBL和EBM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增强了实习生的主观能

动性，从临床实际问题出发，让实习生不再盲目地接受带教

老师的临床工作经验。不仅可以提高实习生独立自主学习、

信息管理能力及提高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增

强实习生主观能动性和查找文献的能力，提高了信息管理、

学习效率、自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了文献检索能力

和循证医学思路，培养了临床思维和专业技能，锻炼了团队

合作交流能力，为将来临床工作中团队协作奠定了良好基

础。但由于本研究样本量偏小，且受到某些客观因素，如临

床带教评价指标尚需进一步完善、带教老师的教学水平及临

床工作经验等不同也会影响临床带教质量，今后将进一步探

索临床带教体制及模式，提高临床教学质量，为今后培养现

代化新型康复治疗师人才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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