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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式学习（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教学法是以

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小组讨论为形式，以教师为导向

的教学方法

［

１

］

。布鲁姆－特内教学提问模式是由美国教育家特内

根据心理学家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基本思想而创立

的学习提问方式，体现了从基础认知、理解应用到综合评价的逐

步过渡

［

２

］

。 在专业型研究生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后的超

声教学中，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引导其正确的临

床思维方式， 本文通过 ＰＢＬ 病例联合布鲁姆－特内提问模式的

教学改革，来进一步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技能与临床思维

能力的培养。

一、教学方案及具体实施步骤

１．ＰＢＬ 病例的准备：传统医学教育中，医学生所获得的专业

理论知识大多来自书本，是按系统编排、纵向深入，面对患者时

缺乏横向思维联系，面对“同病不同征、同征不同病”常不知如何

应对，特别是影像专业的学生常存在“重影像、轻临床”的现象。

而 ＰＢＬ 病例的设计，有助于实现基础与临床相互渗透，理论与

实践融会贯通

［

３

］

。 由此，设计了一系列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

ＰＢＬ 病例，例如：围绕右心心力衰竭体征设计的“右心扩大的鉴

别诊断”；因“心悸、气短伴胸骨旁杂音”就诊的风湿性心脏病的

超声诊断；以“阴道流血”为首发症状宫腔内异常回声鉴别诊断

等思路设计的病例，引导学生面对从分析临床资料入手，寻找诊

断线索， 并结合超声影像具体特征， 熟悉某一类疾病的鉴别诊

断，最终能够做出精准的超声诊断。

２．基于 ＰＢＬ 病例的布鲁姆－特内提问模式：布鲁姆 － 特内

教学提问模式将教学提问由低到高分为知识、理解、运用、分析、

综合及评价 ６ 个层面

［

２

，

４

］

。 例如：在“心悸、气短伴胸骨旁杂音”的

病例分析中，学生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和体征，给予初步判断即

左心心力衰竭，并一致认为患者需要超声心动图检查明确病因，

指导老师利用多媒体播放超声心动图检查过程，根据超声图像，

由指导教师进行由浅入深的提问，方法如下：①针对专业知识的

提问：各切面所能观察到的异常超声表现，例如左房扩大，二尖

瓣前、后叶增厚、钙化，活动受限，“城墙波”的形成等；②针对理

解能力的提问：左房、左室扩大的机制？“城墙波”形成的原理？

通过这一水平提问帮助学生理解异常声像图形成的原理和机

制，从血流动力学角度分析疾病的发生发展；③针对应用能力的

提问：二尖瓣狭窄程度的判断标准与方法，结合病例图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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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 改革前 改革后 t值 P值

医患沟通与病史采集 18.0±1.3 16.5±1.3 2.97 0.007

切面扫查质量 16.7±1.7 16.4±1.4 0.55 0.590

基础理论 17.1±1.7 15.9±1.4 2.54 0.020

知识理解与运用 15.7±2.5 13.6±2.8 2.91 0.009

知识拓展 16.2±2.7 14.0±2.0 2.88 0.009

二尖瓣狭窄的定量诊断； 这一水平提问鼓励和帮助学生应用已

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将课本知识学以致用，指导教师根据同

学的回答进行总结点评，并介绍每种评价方法的优、缺点，以及

测量注意事项；④针对分析能力的提问：二尖瓣狭窄患者出现左

室扩大，可能是什么原因所致？ 患者心力衰竭症状与左室射血

分数值不匹配的原因？ 此提问需要综合分析病因，以及病理生

理学改变与影像学测量参数之间的关系，通过综合分析，弄清疾

病变化的前因后果， 合理解释疾病的影像学表现与临床表征之

间的联系，使学生在病例诊断分析中做到有理、有据及有深度；

⑤了解综合能力的提问：风湿性二尖瓣狭窄的超声诊断要点？ 这

一水平提问目的是让学生对零散、分离的各个知识点整合成知识

线及知识面，达到“点－线－面”的教学效果，学生通过典型病例

从临床表现、超声表现逐步得出定性、定位及定量的超声诊断，

并将知识梳理后重新组合归纳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避免了单纯

理论授课的单项式输出，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和记忆。 通过小

组讨论给出进一步诊疗意见、治疗原则及是否具备手术指征等，

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思维，实现影像诊断与临床治疗之间的统一。

３．学习形式：将学生分为 ４ 组，每组 ３～４ 名学生，在带教老

师的指引下，从临床资料的分析入手，可以查阅纸质及电子资料

并分组讨论，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有问题的回答。

二、基于 ＰＢＬ 病例的布鲁姆－特内提问模式教学评价

１．教学评价：对教学改革前（２４ 人）、改革后（２０ 人）超声专

业型研究生的上机操作进行赋分考核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医患

沟通及病史采集、切面扫查质量、基础理论知识、知识的理解与

应用及知识的拓展，每项赋分 ２０ 分，将考核成绩进行统计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教学改革前后

考核评分比较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评价结果：实施教学改革后，专业型研究生医患沟通及病

史采集能力明显提升，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及知识拓展

方面均较教学改革前明显提高（Ｐ＜０．０５）；切面扫查质量方面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１。

三、教学体会

１．增加了师生互动、学习效率提升：超声专业型研究生与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双向接轨”后，超声专业型研究生更加注重

实践技能与临床思维的培养

［

５－６

］

。 本文在教学培训过程中，通过

基于 ＰＢＬ 病例的布鲁姆－特内提问模式教学， 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师生互动增加，不仅加深了对

知识的理解与记忆，还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学生自我

学习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布鲁姆－特内提问模式教学有助于学

生摆脱思维固定模式，最终达到对知识的整体理解，用灵活的创

造性思维解决问题。

２．从理论到实践的无缝衔接与过渡：超声医学是一门实践

性很强的学科，不仅要学会看图说话，还要求能够结合相关临床

信息及方法学判断，避免操作和诊断的假阳性和假阴性，从而得

出准确诊断。 在以往的专业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研究生的理

论学习与上机操作截然分开，上机操作初期常不能将理论知识

与操作实践有机结合。 此外，上机实践阶段需要由不同带教老

师指导完成， 由于带教老师亚专科方向的不同及培训能力的差

异，学生之间的临床实践技能存在很大差异，这与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制度所提出的“同质化”目标相差较远。 而基于 ＰＢＬ 病例

的布鲁姆－特内提问模式教学，能够在学生上机实践前，完成临

床思维的系统培训，知识深度及广度得到拓展，对于知识的理解

和运用更加灵活， 在实践中遇到问题能够深入有效地分析并寻

找解决办法，从理论到实践解决问题。

３．体现人文关怀，减少医患纠纷：基于 ＰＢＬ 病例的布鲁姆－

特内提问模式教学使学生在上机操作前具备了一定的理论与实

践经验储备，独立操作时能够思路清晰、有针对性地进行扫查，

并能够提出首诊意见，医患交流及病史采集更加顺畅，有效地缩

短了患者检查及等候时间，有助于体现医生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减少医患纠纷。

四、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基于 ＰＢＬ 病例的布鲁姆－特内提问模式教学需要在学生具

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前提下展开，由于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本科教

育专业背景的不同，其超声理论基础参差不齐，势必造成培养过

程中接受能力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到 ＰＢＬ 病例教学的主动参与

性、互动性及教学效果是否达标。 本科室在培训初期 ３ 个月内

安排了由高级职称的教师承担的超声影像学的集中理论授课，

并根据研究生的培养周期，开展两周一次的专题教学讲座，以知

识的纵向扩展为学习目标，从组织胚胎学、病理与病理生理学、

超声及放射影像诊断学到临床诊断、治疗与预后，开阔学员视

野，增加培训学员对疾病认知和理解的深度。 此外，这种教学模

式对师资队伍要求较高，指导教师不仅要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

还应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 能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完成各个层次

的问答。 教学模式的改进还有待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出科

结业考试相结合，进一步完善考评体系，这样有助于对教学质量

的严格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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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９２－３４９３．

［５］ 张岩，黄雅丽，郭瑞君．浅谈超声专业研究生培养思路及“双轨合

一”模式的应用价值［Ｊ］．临床超声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１７（８）：５６７－５６８．

［６］ 刘继永，李秀兰，张慎忠．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与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双向接轨”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Ｊ］．医学教

育管理，２０１６，２（５）：６４７－６５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表

１ 教学改革前、后专业型研究生上机操作考核评分（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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