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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基于转化医学思维将以问题和案例分析为导向的教学模式进行整合，探索全科医学生能力培养新模式。方法：

选取全科医学生随机分为教改组和对照组，教改组选择常规教学结合以问题为导向教学（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和以案例为导向教学（Case-Based Learning，CBL）双轨教学方法，对照组选择常规教学法结合 PBL教学，

授课老师和授课内容相同，在学期结束后以理论考试、操作考试、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教学评价。结果：教改组无论

是理论实践测试及创新思维评价均优于对照组；两组在患者满意度方面无差异。结论：通过转化医学思维对接理论成

果与临床实践，整合 PBL和 CBL模式，可避免理论与实践割裂，实现多学科跨专业融合，加深学生对疾病病理机制的

认识，从而培养与各专科既有交叉，又有独特知识和技能的全科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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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Based on the thinking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the teaching model oriented by problem and 

case analysis was integrated to explore a new model of ability training for general medical students. 

How: General medical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eaching re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group. 

Teaching reorganization selected conventional teaching combined with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and Case-Based Learning (CBL) dual-track teaching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selected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PBL teaching, the teacher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were the same, and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operational 

examination and questionnaire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Results: Both the theoretical practice test and 

the evaluation of innovative thinking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patient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By connecting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with clinical 

practice and integrating PBL and CBL models, translational medical thinking can avoid the sepa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es and cross-disciplines,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diseases, and cultivate general medical students who 

have not only crossover with other specialties, but also have unique knowledge and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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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PBL教学法以分组讨论为手段，注重培养独立学习能力，但缺乏对疾病诊疗过程的了解 [1]。基于 PBL发展而来的 CBL教学法，通

过标准化病例模拟诊疗，强调临床技能的培养，但无法模拟复杂的实际临床问题，也缺乏知识点横向思维联系 [2]。转化医学 [3]于1996年

被首次提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核心是双向整合基础研究与临床治疗、抽象理论思维与具体操作实践。

为此，本研究提出通过转换医学思维整合 PBL和 CBL，整合学校临床、基础医学、药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资源，实现理论

成果与临床实践对接、多学科跨专业融合的全科医学生培养模式。由于全科医学在湖北省乃至全国都属于新兴专业，其教学模式都属于

探索阶段，因此本研究在省内具有开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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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科医学生培养中融合 PBL和 CBL的

（一）多专业一体化

全科医师必须具有多学科交叉的能力，以应对各种疑难问题。

传统的以专业为单元的基础医学教育已无法满足现代医学发展的需

要，也不能满足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因此，课题拟在前期研究工

作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已有的“解剖 -生理 -微生物 -免疫 -遗

传 -病理 -药理”等学科，构建 "以 "脏器 -体系 "为中心，以 "结

构 -作用 -病变 "为线索的体系模块化课程体系。在“脏器 -体系

一体化”中，PBL个案将“体系”作为一个“学习单元”，每一

单元选取一种共同的“共同疾病”来建构情景。藉由 PBL个案研

究，让学员能主动提问及回答有关此病症的多个领域的知识。

（二）重视医学的整体性

全科医学是一门以“治人之病”为本的实用学科，其重点不

在于“个体患病”，而在于“生病的人”。具体到基础医学 PBL

病例书写阶段，单纯以获得最终诊断为目的的病例已远远不够，

应注重群体医学、行为科学、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等学科的知识

和能力的整合。要重视全科医学，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很强的人

文情怀（有较强的同情心、亲和力和责任感），有熟练的专业技

术（基础医学、心理学、行为学、流行病学、预防医学、伦理学

等）和优秀的健康管理能力（病人、家庭和社区的卫生管理）。

（三）突出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环境

全科医学重视患者的基础医疗保健，主要是对病人进行第一

次诊疗；个体化护理；长期照护；在诊断，治疗，预防及预后方

面的信息交换等等。而全科教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既是一门

学科的学科，又是一门与全科工作相结合的学科，是一门很有前

途的学科。在 PBL病例的设计过程中，要将基础和临床互相融合

的理念，与全科医疗的工作内容紧密地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工作

情景，指导同学们在进行基础课的时候，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

为后面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把循证式的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

全科医学在强调“问题导向”和“病人为本”的临床思想的

同时，也要注重循证。实证医学认为，所有的治疗决定都要以最

好的科研依据为依据。全科医师由于其工作的独立性较强，易造

成其所学的知识过时或使用不当等问题。所以，全科医师必须具

备基本的循证医学理论与方法，以及相应的基本技巧，并且能够

运用病例进行分析和探讨。在此基础上，使全科医学员能够应用

循证医学的方式，对新的知识进行批判评估，并对其与社区及全

科医师的关系进行认识，从而促进基层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

二、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

（一）研究对象

选取全科医学班学生为研究对象，共36人，所有学生均能完

成学习课程，如有中途出组者，研究中予以剔除。

（二）研究内容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抽取学生入组传统教学组（对照组）和转

化医学组（教改组），各18人。选取老年医学课程，参与研究的

授课教师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教改组，两组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分别

备课，除课堂教学两组同时上课外，其余课程两组学生分开上课

互不干扰。对照组：实施常规教学方法，即在对专科理论知识进

行讲授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采用临床实践的形式对所学理论知识

进行巩固。教改组：将转化医学“B2B”思维作为全科医学生教

学的指导依据，整合 PBL和 CBL教学模式。具体措施如下：

①弱化全科医学生的学科意识

对照组：教师围绕教学大纲中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课程，完

成课堂教学和临床见习、实习过程。

教改组：教师应对传统教学课程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克服

“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弊端，在专科教学中，以现实患者

的复杂临床表现作为契机，基于转化医学思维，利用理论知识解

答临床问题的过程培育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建立起不同学科之间

的联系，引导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弱化学生的学科

意识，促使学生能够实现不同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

②避免理论课、临床见习和临床实习课的割裂

对照组：教师充当整个课堂的主导者进行 PBL教学，通过

在课堂上的讲授，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梳理相关的基础概念和

理论以及内容的重点难点，并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提问和分组讨论

交流。同时，选择标准性病案用于 CBL教学，课前3天提前发

放 CBL教学病案，通过标准化病例模拟诊疗，培养学生的临床

技能。

教改组：将不定期（根据理论课程安排）的临床参观学习作

为课程的一部分内容，组织学生分批次到各科室参观学习，系统

性地了解临床知识以及临床工作的运转模式。邀请相关领域专家

进行学术报告或专题讲座，从临床工作者的角度，开展相关教学

工作，系统性地介绍领域前沿进展。在这样的过程中，引导学生

发现临床问题，进而进行资料查阅、理论分析和分组讨论，并结

合理论成果针对性的进行临床观察，从而实现 PBL和 CBL的对

接，以及临床与基础教学资源的整合。

鼓励学生跳出标准性案例，在复杂的现实病例中探索新技术

和新方法

对照组：教师在见习前准备好典型病人，向学生发放病案资

料以及教师对该病人进行教学查房的视频。学生进入病房之前对

如何问询病史、体检及整个病案已有了初步感性认知。进入病房

后学生站在病人的右侧问询病史、体格检查等，教师站在对面及

身旁观看学生的医疗行为，对典型的阳性体征教师上前演示，并

让学生依次上前体验。最后，学生回到临床教室讨论病案，教师

对见习病案进行总结，让学生明确需要掌握哪些知识点，同时解

答同学疑问。

教改组：教师选取实际中的复杂型病人，向学生发放病案资

料以及教师对该病人进行教学查房的视频。在进入病房之前，先

行引导学生利用临床、药理和公共卫生等大数据信息，分析谈论

病例情况，分析疾病的病理机制并提出解决方案。进入病房后，

学生结合实际的临床干预措施和疾病的转归情况进行见习操作。

最后，学生回到临床教室讨论病案，教师对见习病案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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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总结结果，鼓励学生针对性的参与基础医学实验室工作，既

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科研思维，也可以帮助学生树立转化

医学的思想。

（三）教学效果评估

教学效果评估包括：学生理论实践测试、患者满意度调查和

创新思维评价。

1.学生理论实践测试

学生理论实践测试包括理论知识考试、操作考试及临床综合

能力测试，采用百分制，其中理论知识考试占50分，操作考试占

20分，临床综合能力测试占30分，以教学大纲为基础设计考题。

理论考试内容包括老年常见疾病的概念、机理及治疗原则，同时

配有1-2个病案分析题，达到考核学生基础理论及综合分析能力

的目的；操作考试包括胸穿、心包腔穿刺、心肺复苏等内容；临

床综合能力测试，要求学生独立接诊病人，在四十分钟内完成对

患者问诊、体检、大病历书写、诊断及开立简单的长期、临时医

嘱，考官对学生的沟通能力、实践技能、临床思维及知识系统、

综合处理临床问题能力及职业素养进行评价打分。

2.患者满意度调查

实习结束时，对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对学生与患者沟通能

力、服务质量及综合职业素质进行评价。

3.创新思维评价

评价学生的创新思维，通过考察学生是否能根据临床实现遇

到的病例，提出可能更好解决问题的新技术和新方法来评分，满

分100分。具体操作为带教老师评分占50%，教改组邀请相关领

域专家进行学术报告和专题讲座的外院专家评分占50%。

三、结果

教改组无论是理论实践测试及创新思维评价均优于对照组；

两组在患者满意度方面无差异，这表明，基于转化医学“B2B”

的 PBL和 CBL融合的教学模式，在理论实践测试及创新思维评价

方面优于常规教学方案。

四、讨论

相关研究表明，相对于常规教学，CBL与 PBL双轨教学模式

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有效地提升临床医生的业务能力，CBL基于

案例学习法自从引进医院后在医学教育中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核心是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在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已

得到印证，并逐步推广。但 CBL教学方法的实施经验仍然比较欠

缺，因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基于内容的课堂教学模式

已成为当务之急。目前，住院医师在临床教学中局限于特定地点的

课堂，这样的授课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国内的医生队伍素

质参差不齐，教学水平差异明显，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利用也不均

衡。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国外的教育观念和优秀的教育资源难以

在基层医院迅速推广。通过转化医学“B2B”思维对接理论成果与

临床实践，整合 PBL和 CBL模式，避免理论与实践割裂，同步培

养全科医学生的理论知识与临床诊疗能力 [4]。促进学校临床医学、

基础医学、药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资源整合，引导学生进行

多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验探索，实现多学科跨专业融合，以培

养与各专科既有交叉，又有自己独特知识和技能的全科医学生 [5]。

加深学生对患者的病理机制的认识，鼓励思维创新，结合实验课，

促进学生对新技术、新方法的探索 [6]。

本研究借助转化医学思维融合 PBL和 CBL教学法。弱化全

科医学生的学科意思，在“B2B”过程中，引导学生从病例中发

现问题，进行多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验探索，实现多学科跨

专业融合。通过转化医学思维的培育，相关领域专家结合临床经

验介绍学科前沿发展和鼓励学生针对性参与基础医学研究，激发

学生的创新思维，促进学生对新技术、新方法的探索。CBL教学

法是以案例为基础的针对性教学，能够在临床实践中有效地应用

自己的理论，并与真实病例相联系，根据不同的问题，给出相应

的对策，提高其工作技能，使医生能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

各种问题当中，从而培养其整合、深度学习和持续终生学习的能

力。PBL是一种以案例为导向，基于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方

法，该教学手段教学活动的主体为全科医学生，而这名导师则是

这一种以案例为导向的探究式、开放式学习氛围，重点在于对医

生进行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训练，从而加强其思考的创新和

敏捷性，增强医师综合分析和临床实践能力，提升综合素养。在

全科医学生学习过程中，将 CBL教学方法和 PBL教学方法相结

合。CBL与 PBL双轨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在全科医学生的培训中

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通过 CBL与 PBL双轨教学的结合，让全

科医学生的理论知识得以进一步的强化，从而持续地强化了他们

的临床操作技能，既可以防止工作疲劳，又可以充分地发挥出积

极性，并能够根据病情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有效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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