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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 、PBL、CBL联合教学模式在西医院校中医学课程中的应用探索

王红明，吴云华，许东云，张 颖，李艳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云南 昆明 650032）

［摘要］ 目的 探讨昆明医科大学 2011 级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生中医学的教学课程中采用 CAI、

PBL、CBL 联合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的教学效果．方法 选择昆明医科大学 2011 级本科 2 个大班，

采用随机抽取一个班为实验组，实施 CAI、PBL、CBL 联合教学模式，另一个班为对照组，实施传统教学模

式；课程结束后进行考试考核和不记名问卷调查以评价教学效果．结果 采用 CAI、PBL、CBL 联合教学模式

班在语言表达能力、解决分析问题能力方面优于对照组，学生考试成绩高于对照组．结论 在西医院校本科

生的中医学课程采用 CAI、PBL、CBL 联合教学模式较传统教学模式能激发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并能提高学

生考试成绩，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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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eaching results of combination of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CAI），Problem Based Leaning （PBL） and Case Based Leaning （CBL） in partial 2011 grade students in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Methods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effect，we conducted the unified examination

and anonymous questionnaire，the 220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108 in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I/PBL/CBL teaching mode，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group conducted 112

students as control group．Results The CAI/PBL/CBL teaching mode group students in the language competence，

analysis problem solving skills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he test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lso．Conclusion It is helpful fro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leaning interests and test scores， it is worth to

popularize in adopting CAI/PBL/CBL teaching mod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the students in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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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院校开设中医学课程是我国医学教育的

一大特色，但中、西医属于两套不同的理论体

系．中医教学抽象的中医概念及思辨式的思维方

式常常使学生难以适应，使西医院校学生对中医

学课程缺乏兴趣．自计算机普及以来，笔者利用

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优点，用精心准备的多媒体课

件授课多年．虽然比起传统教育模式能更生动的

讲解知识点，但中医理论知识博大精深，要在短

短学时内理解中医学这门课程，学生感觉难度较

大．如何才能找到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上好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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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的中医课程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经过查询文

献，将 CAI、PBL、CBL 联合教学模式引入西医院

校中医课程尚属少见．因此，笔者将 CAI、PBL、

CBL 联合教学模式引入昆明医科大学 2011 级临床

专业中医学基础教学中，探讨西医院校中医教学

的新模式，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计算机辅助教学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CAI） 与传统教学手段相比，具有交互性、个别

化、内容与形式多样化等特点．多媒体是集成文

本、静态与动态的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的优势，

形成的一种在功能上更为完善的信息传递体系[1]．

可将教材知识以图、文、声、像并茂的形式直观

化、形象化，有利于学生分类理解．

以问题为中心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和案例为基础 （case-based learning，CBL） 的讨论

式教学是近 40 a 来在世界各国高等院校日益受到

重视的教学模式 [2]．随着我国教学改革的不断深

入，国内众多院校均将这两类讨论式教学作为教

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3]．

为适应当前医学模式转变的新趋势，以及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所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在中医学

的教学改革中引入 CAI、PBL、CBL 联合教学模

式，用直观的图形图像、将以问题为主线的讨论

和直观的病案分析综合起来，形成以问题为中心，

变学生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的教学模式，展现中

医学深奥难懂的知识，让学生对中医理论体系有

形象和深刻的认识，同时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也得到明显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中医学

教学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昆明医科大学 2011 级五年制本科临床专业 4

个大班，按随机原则抽取 2 个班为实验组 （CAI、

PBL、CBL 教学模式，108 人），另 2 个班为对照班

（传统教学模式组，112 人）．2 组学生入校后其他

学科成绩均无明显差异．

1.2 研究方法

2 个班均采用全国统编的 《中医学》 第 8 版教

材，课时总数 36 学时，实验组采用 CAI、PBL、

CBL 联合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对照组采用传统教

学模式．

1.3 评估方法

1.3.1 教学效果评估 用统计学分析 2 组学生的

考试成绩，进行学习效果评估．

1.3.2 考核方法 主观指标：课程结束后，采用

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对学生进行教学效果调查，调

查采用无记名问卷方式．客观指标：采取题库抽

题，试题题型包括选择题、名词解释、填空题、

简答题、病案分析，成绩以 100 分计算．根据拟

解决的问题并依据实验数据的性质采用相应的统

计方法．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使用统计软件 SPSS 进行检验，考

试成绩均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使用 t 检验与

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客观评价

CAI、PBL、CBL 教学模式组总分高于对照组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2.2 主观评价

以不记名问卷调查形式对 220 名 2011 级 5 a

制本科临床专业 2 个大班进行评估，并用统计学

方法分析其统计学意义，见表 2．

从考核的客观检查结果评价看，CAI、PBL、

CBL 教学模式班的成绩与传统教学组，有统计学

意义．CAI、PBL、CBL 教学模式班的学生反馈信

息调查表中显示，学生对 CAI、PBL、CBL 联合教

学模式的主观反应较好．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此种

教学法形式新颖，在提高学生表达能力、解决分

析问题能力方面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法．但也有部

分学生认为不太适应 CAI、PBL、CBL 教学模式，

认为前期准备量大，增加了学习负担．

3 讨论

PBL 教学法以学生为主体，学生通过查找资

料、预习、相互交流、分组讨论等自主的学习过

程，开阔了视野，扩大了思维空间．它的优点在

于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精神，医学交流能力以

表 1 2 种教学方法学生考试成绩结果统计分析（x±s）
Tab. 1 The test results of students between two

teaching ways（x±s）

组别 n 成绩（分）

实验组 108 79.95±9.79*

对照组 112 77.06±11.47

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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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 验 组 与 对 照 组 调 查 问 卷 情 况 ［n（%）］

Tab. 2 The questionare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n（%）］

调查内容 实验组 对照组

语言表达能力 84 （78）* 64 （57）

解决分析问题能力 55 （51）* 53 （47）

学习兴趣 74 （69） 70 （63）

自学能力 76 （70） 66 （59）

教学满意度 61 （56） 59 （53）

知识面扩大 53 （49） 41 （37）

临床思维能力 74 （69） 63 （56）

课堂气氛 67 （62） 61 （54）

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

生真正成为临床学习的主体．CBL 教学法，即在

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选取典型案例，围绕

案例设计并提出一系列彼此相关又具有发散性特

点的问题，以这些问题为基础开展教学[4]．PBL 与

CBL 教学法相结合的一系列过程，教会学生如何

独立解决问题和如何与他人交流，这在今后的临

床工作中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5]．CAI、PBL、

CBL 教学模式，可通过生动形象的多媒体加上具

有代表性的问题和病案，将中医学的基础知识和

要点充分展示，有利于提高西医院校学生学习中

医学的兴趣，有助于培养学生以病案分析为中心

的发散思维和横向思维，体会中医辨证论治的精

髓 [6-8]．同时教学气氛轻松活跃，教师在与学生沟

通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给予正确的引

导．

调查问卷中，笔者重点关注提高语言表达能

力、解决分析问题能力、学习兴趣、自学能力、

教学满意度、知识面扩大、临床思维能力、课堂

气氛、师生沟通交流九个方面，其中提高语言表

达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能力具有统计学意义．因

课时少，开展新教学模式时间较短，部分学生还

不适应，不了解 CAI、PBL、CBL 教学模式，这可

能是其余几个指标缺乏统计学意义的原因[9，10]．

CAI、PBL、CBL 联合教学模式可提高学生考

试成绩及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目前笔者正处于

起步阶段，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使

之成为更加科学、高效、成熟的教学模式，进一

步促进西医院校中医教学质量的提高[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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