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病例的 PBL 阶梯教学法在眼科专业学位研究生
临床前培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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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基于病例的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阶梯教学法在眼科专业

学位研究生临床前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收集 2016年 9月至 2023年 9月广东省人民医院眼科规培基地的

资料。根据接受的教学方法分为基于病例的 PBL阶梯教学法（阶梯 PBL组）与传统 PBL组。通过理论考试成绩、

综合素质评分和问卷调查评估教学效果。 结果　阶梯 PBL组理论考试平均成绩（84.67±5.38分）高于传统 PBL组

（75.71±4.73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阶梯 PBL组的综合素质得分在影像阅片、病例分析、前沿进展、

人文关怀四个方面高于传统 PBL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教学评价中阶梯 PBL组在启发学生、病例分析、

思政教育、问题反馈四个方面均较传统 PBL组得分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基于病例的 PBL
阶梯教学法应用于眼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前培训，有助于培养和提升住院医师的临床思维能力，使其更快融入

眼科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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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ase-based  ladder  teaching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in  pre-clinical  training  of  ophthalmology  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s. Method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resident standardized training base of the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in Guangdong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6  to  September  2023.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methods  receiv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ase-based
PBL ladder teaching group (Ladder PBL group) and a traditional PBL group. The teaching effect was evaluated through
theoretical exam scores, comprehensive quality score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Results　The average theoretical exam
score of the Ladder PBL group (84.67±5.38 poi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PBL group (75.71±4.73 point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01).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score of the Ladder PBL group in
image reading, case analysis, frontier progress, and humanistic car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traditional PB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01). In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the Ladder PBL group scored high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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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itional PBL group in inspiring students, case analysi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blem feedback,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01).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ase-based ladder teaching of
PBL  in  pre-clinical  training  of  ophthalmology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helps  to  cultivate  and  enhance  the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residents, enabling them to integrate into ophthalmology clinical practice more quickly.

Key words: Ladder teaching of PBL； ophthalmology；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pre-clinical training

眼科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专科性较强[1, 2]。

大部分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在本科阶段对眼科学知

识的理解局限于书本，临床见习或实习经验普遍缺

乏[3, 4]。目前我国眼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

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的培养模式，迫使刚从

本科生身份转换角色的研究生需要尽快培养临床

思维、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5]。以问题为基

础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提倡以问题

为驱动，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在临床医学

教学中广泛应用[6, 7]。本研究采用基于病例的 PBL
阶梯教学法，探究其在眼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步入住

院医师正式规范化培训前的临床前培训阶段临床

思维培养的应用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收集并分析广东省人民医院 2016级至

2023级的所有眼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资料共 54例。

2016级至 2020级的学生接受传统 PBL教学，纳入

传统 PBL组，共 25名；2021级至 2023级的学生接

受基于病例的 PBL阶梯教学法，纳入阶梯 PBL组，

共 29名。两组学生的一般资料和入学成绩比较无

统计学差异（表 1）。 

1.2    教学方法

如表 2所示，阶梯 PBL组采用“基于病例的

PBL阶梯教学法”，细分为角结膜病、白内障、青光

眼、视网膜病、眼眶病和眼视光六个部分进行探究。

每次围绕一个经典临床真实病例展开相关系统的

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课程总体基

于 PBL原则，教师提前发布该系统的教学要求和实

践重点，并在阶梯 PBL教学的各过程中同样贯彻该

原则。①病史采集。学生按 3~4人分为一个小组，

由教师在示教室设置教学目标并强调病例的诊疗

关键点。学生随后对临床真实患者进行 30分钟的

问诊和体格检查，并提供初步的辅助检查结果。回

到示教室后接受教师关于问诊和体格检查的评估

和反馈。②病例分析。学生小组需在两天内讨论

病例相关资料，得出该病例的主诉、现病史和既往

史、患者阳性和阴性症状及体征的分析、检查报告

的解读、诊断及鉴别诊断的依据、进一步需完善的

检查及其目的。于第三天以 Microsoft PowerPoint
（PPT）形式进行汇报，教师对汇报内容进行深入的

点评和讨论，提出开放性问题，指导学生修正分析，

并强调准确诊断的重要性。③临床诊疗。学生基

于前阶段的病例分析和教师提供的进一步检查结

果，再次梳理病情，修正最终诊断并提出治疗方案，

同时查询资料回答重难点的思考题和临床治疗新

进展。在第五天的 PPT汇报后，教师对细节进行点

评，集中讨论治疗方案，结合临床讲授该眼科系统

疾病的临床诊疗规范和病例的具体处理，并结合文

献进展进行内容拓展。④模拟术前谈话。通过面

对面沟通，由教师进行角色扮演担任患者及其家属，

学生使用简洁易懂的方式向角色扮演的患者及家

属介绍病情和手术过程，强调手术的必要性和风

险。教师在谈话后对学生的表达内容和沟通方式

进行点评，并在思政教育的维度上加强人文关怀的

强调。

传统 PBL组按照主流的 PBL教学方式展开病

例讨论。由教师提供病例相关基本信息和检查资

料后，学生分小组对病例进行一次性汇报，包括主

诉、病史、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方案及相关思考

题。汇报结束后，教师进行问题讨论，提供反馈，并

拓展至相关眼科系统疾病的临床诊疗内容。 

 

表 1    两组学生基线资料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变量 阶梯PBL组
(n=29)

传统PBL组
(n=25) P值

分组及入学年份
2021级至
2023级

2016级至
2020级 −

年龄（岁） 25.2±1.5 25.5±1.3 0.894
性别（男） 15 (51.7%) 12 (48%) 0.785
本科院校层次（一本） 29 (100%) 25 (100%)
入学成绩 (分) 85.3±5.1 84.7±4.8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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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学师资

本研究中眼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师资由

科室教学督导、教学秘书和不同眼科学亚专业方向

的授课教师组成。本研究中的教学师资均为具有

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从事眼科临床工作 10年

以上的医师。所有参与教学的医师都接受了统一

的 PBL教学培训，并具有至少 3年的 PBL教学经

验。教学团队包括各眼科亚专业（如白内障、青光

眼、视网膜病等）的专家，以确保全面覆盖眼科各领

域的教学需求。为确保两组间教学师资水平的一

致性，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建立统一的教师选拔

标准；对所有参与教学的医师进行定期的培训和考

核；在两个时期内，保持核心教学团队的稳定性，仅

在必要时进行人员替换，且替换人员需满足相同的

资质要求。针对不同的临床病例，由相关亚专业方

向的主要授课教师负责培训，其他亚专业方向的教

师进行补充，同时每个临床病例配备一名主管护士

加入教学团队，使培训的师资团队专业互相补充，

实现学科方向的交叉渗透，促进教学内容的完善，

保障教学质量。 

1.4    教学评价

重点评价眼科专业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前的临床前培训阶段结束后学生的临床思

维能力培养情况，主要分为三个部分。①学生理论

考试，总分 100分，≥70分及格，分为两个部分，一

是根据病例资料进行大病历书写，包括主诉、现病

史和既往史、体格检查、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方

案，总分 50分；二是病例考核，主要为简答题形式

进行简单的阅片诊断和病例分析，共 10题，总分

50分。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通过对临床真实患者

的病例学习汇报表现进行评分，包括病史问诊、专

科体检、影像阅片、病例分析、前沿进展、人文关怀

六个维度，总分 100分。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主观

偏倚，我们研究制定了详细的评分标准和评价流程。

每个评价维度（病史问诊、专科体检、影像阅片、病

例分析、前沿进展、人文关怀）均有明确的评分细

则，包括具体的评分点和对应的分值。例如，在病

史问诊维度中，研究评估学生是否能完整收集关键

信息、是否使用恰当的提问技巧等。每个维度的评

分由两名独立的评价者完成，取其平均值；如果两

人的评分差异超过 10%，则由第三名评价者进行评

分，取三人评分的平均值作为最终得分。所有评价

者在评分前都接受了统一的培训，以确保评价标准

的一致性。③教师教学评价，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对教师的带教准备程度和对学生的临床思维启迪

性等 6个维度进行评分，总分 100分。 

1.5    统计学方法

x̄± s

采用 SPSS 26.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以平均值±标准差（分，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

百分比 [n（%）]表示。考虑到教学师资可能带来的

影响，对主要结果指标进行了多因素协方差分析

（ANCOVA），将教师的教学经验年限作为协变量纳

入分析模型。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传统 PBL 与基于病例的 PBL 阶梯教学法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PBL and Ladder PBL teaching methods

特征 阶梯PBL教学法 传统PBL教学法

教学内容划分
细分为角结膜病、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
　眼眶病和眼视光六个部分

整体性讨论

病例来源 经典临床真实病例 教师提供的病例资料

教学过程 分为病史采集、病例分析、临床诊疗、模拟术前谈话四个阶段 学生自主学习后一次性汇报和讨论

病史采集 3~4人一组，30分钟问诊和体格检查真实患者 基于教师提供的病例资料

病例分析 两天内讨论，第三天PPT汇报 包含在一次性汇报中

临床诊疗
基于前阶段分析和进一步检查结果，重新梳理病情，
　修正诊断，提出治疗方案

包含在一次性汇报中

模拟术前谈话 教师角色扮演，学生进行术前沟通 通常不包含

教师反馈 每个阶段都有针对性反馈 讨论结束后进行

汇报内容
各阶段针对性内容，如病例分析阶段包括主诉、
　现病史和既往史、症状体征分析、检查报告解读等

主诉、病史、诊断和鉴别诊断、
　治疗方案及相关思考题

学习时间安排 分散学习，各阶段有充足时间准备 较为集中，一次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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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两组学生理论考试成绩

阶梯 PBL组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总分（84.67±
5.38分）高于传统 PBL组（75.71±4.73分），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01）。阶梯 PBL组的病历书写

平均成绩（43.00±3.19分）和病例考核成绩（41.67±
4.05分 ）均高于传统 PBL组 （病历书写 38.43±
3.52分，病例考核 37.29±3.17分），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01）。 

2.2    两组学生综合素质得分

教师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由科室教学督导

和主要授课教师评分，由教学秘书收集考核得分数

据并整理统计。由表 3可以看出，传统 PBL组与阶

梯 PBL组学生的病史问诊和专科体检成绩比较并

无明显差异（均 P>0.05），但是，从阶梯 PBL教学的

第二部分开始，包括影像阅片、病例分析、前沿进

展、人文关怀四个方面均较传统 PBL组得分更高

（均 P<0.001），且阶梯 PBL组的总体平均成绩也显

著高于传统 PBL组（P<0.001）。
  
表 3    眼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病

例讨论得分的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case discussion scores for
standardized residency training of ophthalmolog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项目 阶梯PBL组 传统PBL组 差异 P值
病史问诊 91.67±2.50 89.79±3.24 1.88±1.15 0.11
专科体检 91.92±2.39 93.00±3.86 −1.08±1.24 0.41
影像阅片 90.92±1.73 83.36±2.47 7.56±0.85 <0.001
病例分析 92.92±2.71 81.07±5.92 11.85±1.86 <0.001
前沿进展 92.42±2.94 81.43±6.15 10.99±1.94 <0.001
人文关怀 93.08±2.78 81.36±6.83 11.73±1.99 <0.001
平均成绩 92.15±0.89 85.00±2.70 7.15±0.77 <0.001

  
2.3    教师教学评价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5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100%。由表 4可以看出，阶梯 PBL组的学生对教

师的启发学生、病例分析、思政教育和问题反馈方

面的评价高于传统 PBL组（表 4，均 P<0.05），但在

对教师备课充分程度和授课思路方面没有显著差

异（均 P>0.05）。阶梯 PBL组的学生教师的综合评

价平均得分也高于传统 PBL组（P<0.001）。 

2.4    教学师资因素的影响分析

在控制了教师教学经验年限后，通过 ANCOVA

分析，阶梯 PBL组在理论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分、

学生综合素质平均成绩以及教师教学评价平均成

绩的优势仍然显著（所有调整后 P 值均<0.001），表
明教学方法的效果在控制了教师因素后依然存在。 

3    讨　论

本研究旨在于探讨并优化眼科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的教学策略，尤其注重于学生临床思维能力

的初步培养和发展，对并轨接受眼科学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学生而言，还应培养其自主思考的习惯

和技能[5]。由于多数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阶

段鲜少接触眼科的专业实践，致使其在进入眼科专

业研究生阶段时往往面临着临床思维能力的基础

培养难题，在眼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初期难以胜

任临床工作[3, 4]。

基于病例的 PBL是目前广泛应用的医学教学

方法，需要学生在课堂外有足够的授课内容相关知

识储备和文献积累 [8]。但是，传统的 PBL模式下，

学生基于教师提供的病例资料和提出的问题，自主

学习后即完成一次性的汇报和讨论，容易忽略学生

临床思维的发展过程[1, 9]。事实上，目前我国大部分

PBL形式的医学病例讨论仍然类似于传统的以授

课为基础的教学法（lecture-based learning，LBL） [6]，

学生由于知识储备欠缺和缺乏足够自主学习时间，

导致课堂讨论的积极性减弱[10]。

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正式步入眼科规范化培训

前，本研究开展了临床前培训，旨在重点培养学生

的临床思维能力。基于病例的 PBL阶梯教学法则

弥补了上述传统 PBL教学的缺点，通过将复杂的临

床问题分阶段由浅入深地分解，从多个维度对学生

 

表 4    眼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病
例讨论中教师得分的比较

Tab.4    Comparison of teacher scores in case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项目 阶梯PBL组 传统PBL组 差异 P值
备课充分 97.92±3.40 95.71±4.51 2.20±1.59 0.18
授课思路 98.17±3.33 97.86±2.91 0.31±1.22 0.18
启发学生 95.75±7.58 85.50±5.87 10.25±2.64 0.001
病例分析 98.58±3.20 84.57±6.48 14.01±2.06 <0.001
思政教育 99.08±1.98 94.29±3.24 4.80±1.08 <0.001
问题反馈 98.58±2.57 92.43±3.27 6.15±1.17 <0.001
平均成绩 98.01±3.06 91.73±2.66 6.29±1.1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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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临床问题解决能力的训练。这种方法让学生

在接触真实临床案例的同时，也在病史采集、初步

诊断、进一步检查、制定并调整治疗方案等环节中，

逐步加深对眼科疾病的理解和掌握。基于病例的

PBL阶梯教学法使学生在每个阶段都能够带着问

题辩证思考，并给予学生充足的时间查阅资料，使

得每个教学病例都能被全方位地分析和讨论。由

此可见，基于病例的 PBL阶梯教学法促使学生能够

不断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及时相关沟通、相互印

证，更可以在实际操作中不断修正并提升其系统性、

批判性的临床思维能力，从而使学生更快融入眼科

临床实践，缩短适应期的时间。

为了保证两组有相对足够且均衡的入组人数，

本研究的分组以 2020年作为节点，2016−2020年入

学的专业学位研究生采用传统 PBL教学，2021−
2023年入学的研究生采用阶梯 PBL教学，两组进

行回顾性分析及对比。本研究结果的数据显示，与

传统的 PBL教学相比，基于病例的 PBL阶梯教学

法在促进学生理论学习和综合素质提升上均展现

出了明显的优势。学生在影像阅片、病例分析、前

沿进展了解以及人文关怀等方面的表现也均优于

传统 PBL组。这提示了基于病例的 PBL阶梯教学

法在临床前培训中的显著效果，较传统 PBL更有利

于加强和丰富综合性、人文性的医学素养。通过基

于病例的 PBL阶梯教学法，迫使学生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基于问题查阅书籍和检索文献，在自主学

习的过程中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也促进了团队合作，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信

息处理能力。课堂汇报时，学生需要阐述观点，讲

解病例分析思路，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和批判性思

维能力。在模拟术前谈话部分，需要学生站在患者

及家属角度换位思考，对患者表达舒适的、可被理

解的语言，提高了沟通能力。这使得学生能够更快

从学生身份转换为医生角色。尽管本研究样本量

有限，但阶梯 PBL组在多个维度上表现出的优势仍

具有一定指示意义。这提示了该教学方法的潜在

效果，值得在更大规模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对于基于病例的 PBL阶

梯教学法的评价也普遍较高，尤其在提升学生的思

维启发性和问题解决能力上得到了显著的体现。

这不仅来源于阶梯式的教学方法能将复杂问题分

解使之更易管理，学生能专注于每个阶段的学习目

标，从而更有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9]，更得益于这一

方法要求教师具备较为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

验，以便设计出更符合临床真实病例的问题，并在

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及时而有针对性的反馈。这提

示基于病例的 PBL阶梯教学法为眼科专业学位研

究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临床前培训提供了一

个有效、参与度高的教学平台，使学生能够逐步发

展和提升眼科临床思维能力，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学

生在临床实践中迅速地从学生角色转变为眼科专

业医师角色。但仍然需要强调，尽管我们通过严格

的教师选拔和培训标准来最小化教学师资的影响，

但由于研究在不同时期进行，教师个人教学风格和

教学经验也可能存在差异，我们无法完全排除教师

因素对结果的潜在影响。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局限

性，需要在解释结果时谨慎考虑。另外，样本量不

足对本研究结论的推广性也具有一定影响，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量表也仍有待引入更客观、规范化的指

标和量表以控制主观偏倚，未来仍需更大规模、多

中心的研究来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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