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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科学PBL教学应用初探* 
 

阳金楚，张红旗，罗志晓，冷卫东 

（郧阳医学院 附属太和医院口腔科，湖北十堰 442000） 

 

    摘 要：本文总结了在临床医学专业《口腔科学》龋病一章进行PBL教学改革的经验和体会，并对教学

效果进行了评估分析，提出今后在医学教学中进一步加强PBL教学改革的方向和举措。   

    关键词：口腔科学 教学改革 PBL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又称“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由美国的神经病学教授Bor-rows

于1969年在加拿大的Mcmaster大学医学院首先试行，与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截

然不同：打破了学科界限，以病人疾病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引导。由于具有非常显著的

优越性，PBL一经创立即广受好评，在国外医学院校得到迅速推广应用。我校于2006年就《口腔科学》龋病

一章进行了PBL教学的改革试点，现将教学中的经验体会总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2002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班所有同学，共735人，其中男生408人，女生32

7人。 

  1.2 教学方法。对《口腔科学》教材中除龋病以外的牙周组织疾病、外伤、肿瘤等章节采用以课堂讲

授为主的传统教学。 

  对《口腔科学》教材中龋病一章采用PBL教学。具体方案为将所有同学按班分成24个大组（每大组30人

左右），每大组又分成4-5个小组（每小组6-8人），每个小组为最小讨论学习单位，对提供的临床病例和

问题进行讨论学习，并做讨论记录，鼓励提出应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最后按大组集中进行课堂讨论。在

《口腔科学》第一节课即安排布置PBL教学，主要介绍PBL教学过程、提供参考书目和将讨论的临床病例、

公布成绩考核方法、专职答疑教师的联系方式等，2周后开始第一大组同学的集中课堂讨论学习。大组集中

课堂讨论学习主要内容为每小组的代表总结展示本组讨论结果，并回答其它小组同学就该组讨论内容提出

的问题，最后教师就学生争论的焦点、分歧最大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答，并对同学们的学习情况作出评价，

指出不足，提出改进意见。 

  1.3 教师。所有讲授理论课的教师均为获教师资格的口腔临床一线医务人员，且教学内容与临床业务

方向对应。其中5人为中级以上职称，2人为初级职称的教学骨干；2人获口腔医学硕士学位。PBL教学由获

硕士学位的1名教师组织实施。 



  1.4 教学效果评价。为客观评价PBL的教学效果，采用测试成绩、问卷调查及座谈会三种方法进行评

估。 

  1.4.1 考试成绩统计：传统教学的各任课教师分别完成各自教学内容考试试题的命制，交由教学秘书

完成组卷；PBL教学内容的试题由口腔内科专业的另一名教师（副高级职称，获硕士学位，本学期只担任牙

髓、牙周组织疾病的教学任务）在参照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独自命题，要求难度系数和区分度系数与整份试

卷相当，题型可包括填空、选择、简答。闭卷考试完后，密封试卷，流水作业判卷，最后对试卷和考试成

绩进行统计学处理（数据用SPSS11.0进行处理）。 

  1.4.2 问卷调查：在大组集中课堂讨论结束后，发放包括PBL教学法的优缺点、接受程度、适应情

况、图书馆资源使用状况五个方面的调查问卷进行不记名方式调查，全部问卷30分钟后收回。 

  1.4.3 座谈会：在《口腔科学》课程结束、考试完成后本着自愿的原则邀请部分同学参加座谈会，就

PBL教学的障碍与困难进行讨论，并收集对今后教学的建议。 

  2.结果 

  2.1 考试成绩。试卷由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和简答题共5种题型，其分值分别为30

分、20分、10分、10分和30分，其中与PBL教学内容相关的题有3道，均为填空题，共3分。全年级成绩最高

分94分，最低分6分，及格率86.8%，中位数为71.0，95%参考值范围为36.4－86.0，平均成绩为68.9±1

1.9，近似于正态分布。试卷分析表明，本试卷难度适中，有较好的区分效果。 

  随机抽取74份试卷进行统计分析。抽取试卷的最高分为89分，最低分为15分，及格率为87.8%，中位数

为71%，95%参考值范围为25.5－86.0，平均成绩为68.9±12.5，也呈近似正态分布。反应抽样误差的标准

误为1.46，单样本t检验表明抽样试卷能较好地代表总体，即抽取试卷与总体均数无明显差别（t=0.004，P

＝0.997）。 

  74份试卷中，填空题(总分30分)的平均成绩为22.1±4.8，正答率为74.1%。PBL教学内容的试题的得分

情况为：74人中，72人为3分（总分3分），有1人得1分，1人得0分，正答率为97.7%。其它教学内容填空题

部分的平均成绩为19.3±4.5，正答率为71.4%。配对t检验结果表明学生对PBL教学内容的正答率明显高于

其它部分内容的正答率，两者之间有显著性差异(t=15.772，p=0.000)。 

  2.2 问卷调查结果。对收回的720份调查问卷随机抽取83份进行统计分析。其中10份因填写不完全被

淘汰，剩余73份为合格问卷。结果表明：在对今后使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84.9%（62/73）的同学主张采

用PBL结合课堂讲授的方法，11.0%（8/73）的同学主张大范围推广PBL，另外4.1%（3/73）的同学主张采用

课堂讲授的传统教学方法。 

  2.3 座谈会情况。结业考试后，32名同学参加了座谈会，就PBL教学进行了讨论。同学们基本上对PBL

教学持肯定态度，主要困难为图书馆藏书陈旧，且借阅不便；占用课余时间较多，与其它课程有一定的冲

突。 

  3.讨论 

    3.1 经核查，PBL教学内容相关考试试题分别得1分和0分的两位同学均未参加大组的课堂集中讨论学

习，该课程的考试成绩分别为15和29分，从一定意义上说，其成绩可能与他们的学习态度关系更大。统计

结果表明同学们对PBL教学内容的正答率明显高于其它教学内容，两者之间有显著性差异。综合分析，可能

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①与传统教学相比，PBL需要同学们更投入学习过程中，许多问题需自己查找资料、

提出解决方案，并进行小组讨论，最后还需总结展示小组讨论内容、并回答其它同学的问题。通过这些环

节的学习，同学们基本上对所学内容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较单纯教师讲授效果要好些。②与传统教学相

比，PBL教学更能激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调动自己各种感知方式，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自然加深对所学

内容的理解；③课堂上、课余时间能与教师充分互动，课堂气氛活跃，使教与学更富有激情与热情，这样

也有利于所学知识的记忆；④此外，也不能完全排除该部分考试试题难度、区分度均偏小的可能性。 

    3.2 本次PBL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绝大部分同学都积极主动参与。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

因：①由于第一次采用PBL教学，同学们对这种教学方式感到很新颖，能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环

节；②时间安排比较合理，同学们有充足的时间查找资料和进行小组讨论（从布置安排PBL教学至第一组同

学进行课堂集中讨论有2周左右的时间）；③安排专职答疑人员，提供包括电子邮件、QQ等在内的多种联系

方式，及时解答同学们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各个学习环节能顺利开展；④调查问卷表明许多同学认

为PBL能锻练自己的多方面的能力，因此积极主动参与；⑤由于强调PBL教学与平时成绩直接挂钩，部分同



学迫于无奈，只好认真对待。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有十多位同学因为各种原因缺席，还有少部分同学没有主

动查找资料，也没有参与小组的讨论学习，因此课堂集中讨论的效果也就比较差。 

    3.3 座谈会时，有同学提出现在学习科目多，时间比较紧张；而PBL需占用较多的课余时间，学习效

率较低，因而反对大范围推广PBL。诚然，PBL能改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被动地位，学习中的兴奋度较

高，能激发学习兴趣，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并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最终做到能自行获取知识。但就某一知

识点的教学来说，往往存在耗费时间多、学习效率低下，不如教师讲授来得直接快捷。在目前学科体系没

有根本性改变之前，大范围推广可能需注意时间分配与教学内容的安排等方面的协调。当然，学生学习观

念的转变也很重要。因此，我们准备在以后的教学中精简教学内容，同时考虑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关于P

BL的选修课，就大学学习的目的、学习方法等方面与同学交流，使其认识到掌握获取知识方法的重要性，

并初步了解PBL教学过程，为以后的PBL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3.4 从目前国内外的经验来看，PBL的应用主要适用于小规模的教学，每小组以不超过10人为宜。如

果学生人数太多，势必对图书馆资源、师资力量构成很大冲击。本次PBL教学涉及同学达700多人，虽然只

有一次课堂集中讨论，但历时近2个月才完成，且许多同学都反应无法借到合适的参考书。因此，在充分准

备前，建议小范围内采用PBL。   

  与传统教学法相比，PBL有着非常突出的优越性：能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和独立性，能拓宽

知识面，能提高协作精神，加强师生间的沟通。但PBL在国内医学教育中的推广应用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目前采用教材按学科体系编制，不适用于PBL教学，国内尚没有相应教材和参考书出版；由于国内学生和老

师对PBL接触都比较少，对PBL都有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此外，师生人数的比例、图书馆等教学资源的运转

状况、PBL问题的构建、相应评价体系的缺乏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解决。相信随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以上问题会得到逐步解决，届时PBL将在医学教育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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