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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与讲授式教学模式在
骨科医学影像学教学中的效果对比

陈威 1 陈媛 2 徐勇 2 胡军武 1 方忠 2 李锋 2

【摘要】 目的 探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在骨科影像学教学中

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2016级5年制影像学专业参加我院放射科实习的106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利

用随机数字表分为两组（每组 53名），研究组采用PBL教学，对照组采用讲授式教学模式（lecture based
learning, LBL）教学。以理论考试、技能测评和问卷调查方式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结果 研究组读片

技能测评成绩、总成绩［（40.57±6.58）分、（76.46±13.54）分］高于对照组［（37.01±7.67）分、（71.67±11.75）
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两组理论考试成绩［（35.89±9.51）分 vs.（34.66±10.17）分］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在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影像诊断思维、提高主动学习能力和临床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总体满意情况方面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有助于知识

点的记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PBL教学模式在骨科影像学的教学过程中应用效果较

好，可以在医学影像学的教学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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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problem ⁃ based learning (PBL) mode in orthopaedic
medical imageology teaching. Methods A total of 106 medical imaging students of class 2016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of them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53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53 cases)
random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aught by PBL,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by lecture ⁃ based
learning (LBL). The teaching effect was evaluated by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oretical courses, film reading
ability and students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 score of film reading ability test and total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40.57±6.58, 76.64±13.54)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37.01±
7.67, 71.69±11.75) (P＜0.05). An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oretical courses of two groups (35.89±9.51
vs. 34.66 ± 10.17)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active learning ability, clinic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image diagnostic thinking, team cooperation ability and overall satisfa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uperior to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mory of knowledge points (P＞0.05). Conclusion The PBL teaching mode can mak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 training of the clinical thinking of medical imag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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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学对骨科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及其

重要，扎实的阅片基础是骨科临床医生必须具备的

技能。对于实习学生而言，正确掌握骨科影像学资

料的读片方法，培养临床思维能力，才能适应医疗事

业的快速发展。在教学过程中，如何高效地让实习

学生掌握医学影像学知识，提高教学质量，满足工作

需要，是诸多教学单位广泛关注的问题。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problem based learn⁃
ing, PBL）的教学目标是通过让学习者解决具体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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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理论知识，培养

和提高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1⁃3］。医学影像学作为

临床医学的基础，在以往的教学中，主要采用传统的

讲授式教学模式（lecture based learning, LBL），其弊

端越来越明显。而近年来热门的PBL教学模式在各

大学院校开展，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4⁃7］。目前，

我国医学影像学教学对PBL教学模式应用仍处于起

步和探索阶段，本研究对比了PBL教学模式和LBL
教学模式在骨科影像学教学过程的应用效果，以期

为医学影像学的教学工作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将进入我院放射科实习的 2016级 5年制医学

影像专业的 106名学生纳入研究，其中男 44名，女

62名，年龄为（21.0±0.4）岁（19~24岁）。以随机数字

表分为两组，即研究组（以PBL教学模式教学）和对

照组（以LBL教学模式教学）。研究组53名，其中男

23名，女 30名，年龄为（21.0±1.2）岁（20~24岁）；对

照组53名，其中男21名，女32名，年龄为（21.0±0.2）
岁（19~24岁）。两组之间的年龄、入学成绩、上学期

班级排名等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具有可比性。

二、研究方法

（一）授课内容

以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出版，郭启勇主编的

第6版《放射诊断学》第6章（骨骼系统）作为教学内

容，共6学时。

（二）PBL教学模式

PBL教学方法是教师提出问题后，以学生为主

导的启发式教育。采用学生自学和小组讨论结合的

形式（学生按自愿原则自由组合分组，6~7人一组，

共 8组。每组选出一名小组长及记录员，其余为组

员）。分为问题提出、资料收集、讨论病例和教师总

结4个阶段。以颈椎病为例：①问题提出：教师在授

课前1周，从PACS中选取1例典型颈椎病病人在放

射科进行检查后的影像学资料，提出相关问题，如颈

椎病的病理生理、临床表现、鉴别诊断、诊断依据

等。②资料收集：学生利用1周的时间查阅资料、文

献了解颈椎的解剖结构，从 PACS中查找颈椎病的

临床资料、其他影像学检查资料以及实验室检查结

果等。③讨论病例：先进行分组讨论，然后由一名学

生代表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并总结汇报同学们的疑

惑，最后对颈椎病病人的影像学特征进行现场分析，

给出诊断结果。④教师总结：带教教师针对学生的

疑惑和无法自主解决的问题进行答疑，并从临床表

现、影像学特征表现、诊断及鉴别诊断方面对颈椎病

进行总结和归纳。从案例的分析到问题的解决，都

由学生自主完成，教师最后做总结评价，在必要时，

给予学生新知识，丰富学生学习内容。

（三）LBL教学模式

由带教老师按照教学大纲，按学时讲解相关的

内容，采用传统的课堂授课的形式。

三、教学效果考核

采用闭卷考试联合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教学效果

进行综合评估。闭卷考核采用统一命题、集中理论

考试和读片能力测评的形式考核两组学生对知识的

掌握程度。理论考试和读片技能测评分别为50分，

总分为 100分。问卷调查采用自制的不记名方式，

问卷内容包括能否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影像诊断思

维、提高临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主动学习能力、帮助

知识点的记忆和总体满意情况 6方面进行评估，选

项包括满意、一般和不满意3个等级。

四、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8.0统计软件（IBM公司，美国）进行

数据分析。两组之间性别、满意度等计数资料应用

χ2检验。两组的年龄、考核成绩等应用独立样本 t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试卷及读片考核

研究组读片技能测评成绩、总成绩［（40.57±
6.58）分、（76.46±13.54）分］高于对照组［（37.01±
7.67）分、（71.67±11.7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两组理论考试成绩［（35.89±9.51）分 vs.

（34.66±10.17）分］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1。
二、问卷调查

所有学生均参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组学

生在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影像诊断思维、提高主动

学习能力和临床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总体满意情况

方面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而两组之间有助于知识点记忆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详见表2。
讨 论

一、医学影像学在骨科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先进医疗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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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引进、医学影像学技术的更新（其中包括：

CR、普通X线片、CT平扫、三维CT重建、B超、MRI、
血管造影等），骨科学与医学影像学的关系愈发密

切。骨科疾病的术前诊断、手术方案的制定、术后随

访临床疗效的评估都需要借助医学影像学资料。所

以，医学影像学检查也是骨科教学中的重点内容。

同时在骨科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需要有效地将骨

科疾病的病理、解剖基础、临床表现与影像学资料联

系在一起，加深对骨科疾病的理解。其次，影像学检

查可以对骨科疾病进行更进一步的评估，制定最佳

的手术方案［8］。如X线片能够很好显示骨解剖，对

松质骨及皮质骨进行很好地区分，能够获得病变部

位、范围以及程度；CT三维重建能加强图像立体感，

对骨组织及软组织分辨力较高，有利于骨科疾病尤

其是脊柱疾病诊断中病灶的定位，及明确病变与周

围组织的关系；MRI则有多个成像参数，能提供丰富

的诊断信息，而且在软组织成像中远远优于其他影

像学检查。再者，在骨科术后临床疗效的评估及随

访过程中，亦需要使用影像学资料进行辅助，判断其

预后情况。

医学影像学是将图像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同时

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需

要结合大量阅片基础工作。医学影像学实践教学的

关键是拥有大量高质量的影像图像［9］，我院影像学

科为临床实习学生提供了大量学习数据，但由于传

统的LBL教学模式中学生属于被动接受知识，教师

讲授起主导作用，学生的主动学习积极性不足，难以

顺应时代要求。

二、PBL教学模式的特点

在临床工作中,“同病异影”“异影同病”的现象

常常出现，要求学生们掌握疾病的发生机制、发展规

律，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际临床工作中进行应用

和锻炼，在细微之处找差别，最终做出正确诊断［9，10］。

本研究将PBL的教学方法应用到医学影像学的

教学中，在临床实习的过程中以PBL教学模式针对

颈椎疾病进行教学。结果显示研究组读片技能测评

成绩、总成绩［（40.57±6.58）分、（76.46±13.54）分］高

于对照组［（37.01±7.67）分、（71.69±11.75）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在培养团队协作

能力和影像诊断思维、提高主动学习能力和临床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总体满意情况方面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表明应用

PBL教学模式，学生们的考试成绩明显提高，并且问

卷调查显示学生们学习效果更佳，证明PBL教学模

式效果更好，在学生主动学习的过程中，改变了学生

的学习习惯，增强了各知识点之间的连接，提高了学

生鉴别诊断的能力，培养了良好的影像诊断的思

路。在PBL教学模式中，以学生为主体，在辅导教师

的参与下，围绕某一医学专题或具体病例的诊治等

问题进行讨论，学生自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在分析问题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自主思

考，学会界定和分析问题，提高学生研究和创新能

力，促进学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的提高，养成终身学

习的习惯；同时，教师引导学生尝试研发新方法和新

技术，提高学生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能力，发

展学生创新思维［11，12］。LBL与PBL教学不满意度存

在差别，对照组不满意度较研究组不满意度稍高，这

也体现了PBL教学新的优势所在。因为PBL教学方

法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学习能力得到的提

高，也培养大家团队协作的能力，该过程更贴近于实

表2 两组学生对不同教学法的满意度情况［例（%）］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χ2值

P值

例数

53
53
-
-

有助知识点

的记忆

41（77.36）
42（79.25）

0.056
0.814

提高主动

学习能力

34（64.15）
45（84.91）

6.013
0.014

提高临床解决问题

能力

37（69.81）
46（86.79）

4.498
0.034

有助培养

影像诊断思维

37（69.81）
47（88.68）

5.736
0.017

有助团队协作

能力的培养

36（67.92）
46（86.79）

5.386
0.020

总体满意情况

37（69.81）
46（86.79）

4.498
0.034

表1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t值

P值

例数

53
53
-
-

理论考试

34.66±10.17
35.89±9.51

0.947
0.344

读片技能测评

37.01±7.67
40.57±6.58

2.800
0.005

总成绩

71.67±11.75
76.46±13.54

2.834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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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临床工作模式，增进了学习兴趣，因此满意度相对

传统的LBL教学高。

传统LBL教学模式的缺点在于不能引导学生深

入思考和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而PBL教学模

式中学生占主导性，教师主要起引导作用，问题提出

后需要学生自己主动查阅文献资料，独立梳理，并且

分析和解决问题，随之又可能发现新的问题。PBL
教学模式可以延伸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能更好

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13］。PBL的教学模式是

医学影像学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医学影像学教学

的必然选择。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①本研究样本量较

少；PBL教学模式对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把控能力有

很高的要求，后期我们要进一步对开展PBL教学的

教师制定具体标准。②PBL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自

身基础有一定的要求，对于自主学习能力较弱的学

生，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比较困难，本研究没有针对

不同层次水平的学生进行差异性评估，我们将在以

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总结与分析。

在骨科影像学的教学过程中，应用PBL教学模

式获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PBL教学的

课程标准和PBL教学老师的具体教学准则值得进一

步研究。同时，在今后的医学影像学教学过程中可

以大力推广PBL教学模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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