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８］。计算机应用技术已成为临床检验人员最为重要的职业

技能之一，而运用计算机处理有关数据及其水平的高低，是衡

量学生综合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９］。因此，在日常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结合临床实际，有目的地强化学生运用计算机技术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基础宽厚扎实、动

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实用型医学检验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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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查房中以问题为导向教学模式的应用

郭进军（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　４０００１０）

　　【摘要】　以问题为导师向的教学模式（ＰＢＬ）教学已经应用在医学教学中，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教学查房是医学生临床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是日常临床教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将ＰＢＬ教学应用于日常教学查房

是一个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在教学查房前进行充分的课程准备以及病例准备是ＰＢＬ教学查房能够顺利实

施的前提。在教学查房中贯彻“提问回答再提问再回答”的循环模式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能够强

化知识点的应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教学查房后的问卷调查与效果评价是保证教学查房质量持续改进

的必要措施。

【关键词】　教学查房；　ＰＢＬ教学；　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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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ＰＢＬ）在医学教学实践中已经

应用多年，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然而在临床

教学工作中仍然发现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中国内地的学生

从小学、中学开始就一直在执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进入医

学院校的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仍然习惯于被动式的教学方式，

在课堂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均表现不佳，从而影响了学生学习

过程中创造性思维的形成［１３］。作者在近年来的医学理论课程

与临床实践课程中强化了ＰＢＬ教学的方法，提高了医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教学查房在这方面具有良好

的示范性。本文以消化性溃疡的教学查房为例，对如何更好提

高ＰＢＬ教学质量进行了总结与探讨。

１　ＰＢＬ教学查房方法

１．１　教学准备

１．１．１　课程特点　教学查房在临床工作中不仅是医护人员学

习提高的良好机会，也是医学生临床学习及临床能力提高的重

要手段。教学查房本质上是以学生为中心，带教教师在充分发

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进行临床知识与技能的讲授。参

加教学查房的学生基本对所在临床科室及常见疾病比较熟悉，

有一定的临床实践经验，所以进行教学查房有很强的针对性，

有利于迅速提高学生的临床技能［４５］。

消化性溃疡是我国常见多发病之一，在临床工作中以病因

基本可循、机制基本明确、症状典型、诊断明确、治疗有效等为

主要特点，但同时也存在症状不典型、漏诊或误诊、治疗效果不

佳、病情反复甚至迁延不愈的情况。这些特点在教学查房中需

要重点强调。

１．１．２　课程准备　ＰＢＬ教学需要充分考虑目标课程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认真进行教学准备。根据消化性溃疡教学查房课

程的特点进行了如下的准备工作。（１）问题准备。从病因症

状诊断治疗等环节认真准备具有典型教学意义的问题，例

如：①消化性溃疡疾病的本质是什么？②消化性溃疡在临床工

作中为什么具有重要地位？③目前对消化性溃疡的病因如何

认识，哪些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哪些方面尚有局限性？④

消化性溃疡的典型症状及非典型症状如何认识？⑤如何更准

确的诊断消化性溃疡，什么情况下患者需要进行内镜检查？有

上消化道症状的患者是否均需要内镜检查？⑥如何对消化性

溃疡进行进一步的鉴别诊断？良性、恶性溃疡的鉴别要点？⑦

因消化性溃疡住院患者的特征是什么？何种情况下需要收住

院，何种情况下可以在门诊治疗？⑧消化性溃疡的并发症主要

包括哪些？⑨目前消化性溃疡治疗的原则是什么，药物使用的

具体方法是什么？⑩消化性溃疡迁延不愈的原因有哪些？���

如何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指导患者用药及生活习惯改善的措

施包括哪些？（２）病例准备。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借阅既往出

院病历，包括具有典型及不典型消化性溃疡的病例特点，其二，

病房中住院患者准备，包括消化性溃疡及非消化性溃疡的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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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化道疾病患者，提前与患者进行沟通，尽量配合病例讨论

课程的教学。（３）学生准备。参加教学查房的学生群体为科室

临床实习的医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及进修生），具有小组

教学的特征。提前１～２ｄ告知教学查房时间，告知查房对象，

要求熟悉病例，并对疾病特点进行总结归纳，提出自己的问题。

（４）问卷准备。国内外很多课程及培训都在结束时进行问卷调

查，对教学或培训的持续改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借

鉴［６］。问卷内容主要包括２个方面，其一，对本次课程的内容

安排、时间安排、教学效果进行１～５分的评价，其二，除上述评

价内容外的其他问题或建议。

１．２　教学过程

１．２．１　教师提出问题及第一阶段回答　教学查房开始前，教

师提出所有准备的问题，请学生回答，并让学生相互讨论取得

共识，教师并不作答，也不进行纠正，请学生记下问题及自己认

为正确的答案。

１．２．２　学生病例汇报及第二阶段回答　请学生分别将预先准

备的出院病历和住院患者病历进行汇报，并让其分组进行讨

论，总结该疾病的病例特点，再次根据病历提供的资料对上述

问题再次回答，教师可以适当进行指导。

１．２．３　学生实践操作及第三阶段回答　带领学生对住院患者

进行病史询问及体格检查，教师需要进行现场指导，纠正错误，

并传授技巧及方法。离开患者床旁后，学生首先进行病例特点

总结，提出诊断及治疗的方向及方案。学生分组讨论后，再次

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教师可以进行纠正，并充分讲明原因。

１．２．４　学生提出问题及第四阶段回答　上述阶段结束后，请

学生对该疾病提出问题，先由学生讨论解决，随后教师进行深

入解答并纠正错误。

１．２．５　教师总结、提问以及第五阶段回答　教师将本次教学

查房的重点进行总结，并将所有问题进行归纳，最后请学生统

一认识，深入理解问题的本质及知识点。

１．２．６　问卷填写　教学查房后请学生填写问卷调查表。

１．３　教学效果评价　带教教师在课程结束后需要及时对教学

效果进行总结和评价，为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提供经验。

１．３．１　学生积极性　评价教学过程中学生参与教学的积

极性。

１．３．２　学生参与性　评价教学过程是否所有学生参与到教

学中。

１．３．３　教学学术性　评价教学中所有的知识点是否进行了贯

彻，学生是否掌握。

１．３．４　学生创造性　评价教学中学生的提问及回答是否具有

创新性和启发性。

２　ＰＢＬ教学查房的实践体会

２．１　教学查房作为“小班”教学具有良好的ＰＢＬ实施条件　

通常教学查房实施的对象是本科室的临床实习本科生、研究生

以及进修生，参与教学的群体规模较小，有进行ＰＢＬ互动教学

的实施条件。在ＰＢＬ教学查房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回答问题

的情况掌握每位学生对疾病的了解程度，能更加针对性的进行

指导。

２．２　学生参与教学是提高教学查房质量的重要保证　教学医

院的教学查房是医学生临床学习的重要步骤，然而在很多情况

下教学查房往往流于形式，与医疗查房没有区别，学生未能很

好地参与其中，没有主动、积极地进行教学互动。ＰＢＬ模式下

的教学查房，更加突出了学生的中心地位，在每个步骤均通过

提出与回答问题的方式将学生紧紧地围绕其中，促使其更加主

动、更加积极地进行思考，强化了对知识点的认识与理解，提高

了教学查房的质量。

２．３　在教学查房中进行ＰＢＬ教学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临

床思维　临床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培养医学生的临床思维。

以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ＰＢＬ模式进行教学查房，可以很好

地促进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思考，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学生的

临床思维，增强了教学查房的效果。

３　ＰＢＬ教学查房的持续改进措施

３．１　注重学生问卷调查　ＰＢＬ教学查房的成功实施需要教

师与学生的互动来实现，教学质量最终需要学生进行评估，保

证教学质量的措施除了教师的认真准备与严谨教学外，对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从而了解教学效果是重要的手段，是保证教学查

房质量持续改进的必要措施。

３．２　改进问卷调查的内容　问卷调查表的内容需要不断的改

进，需要吸纳学生的建议，并且在教研室进行反复讨论后制定，

设计科学的问卷调查表是保证教学查房质量的重要内容。

３．３　根据问卷调查的反馈进行教学方式改进　一旦获取调查

问卷的结果后就需要在教研室进行广泛讨论，根据学生建议和

教学效果进行教学方式及教学内容的改进，从而保证教学质量

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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