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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重结局案例的 PBL教学法在临床见习中的成效与限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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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多重结局案例运用于基于问题式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中，以创

新的医学案例形式，旨在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法 以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019 春季学期至 2020 年秋季学期参与临床见习的 48 位临床医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多

重结局案例运用于 PBL 教学的成效，并从中邀请 24 位学生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以探讨学生在创新医学案

例学习中的收获以及困难。结果 多重结局案例较传统 PBL 案例更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及能力，但学习压

力也更大。结论 多重结局案例运用于 PBL 教学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但其良好运作需在课程设置安排、导师

角色发挥等多环节进一步完善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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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pply multi-outcomes case to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teaching in the form 
of innovative medical cases, aiming to better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Methods Forty-eight undergraduate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clinical internship from the 
spring semester of 2019 to the autumn semester of 2020 at the West China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Sichuan 
University were used as the study participants, from which 24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conduct one-on-one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plore the students' gains as well as difficulties in innovative medical case learning through 
questionnaires. Results Multi-outcomes case are more effective and competent than traditional PBL cases, but they 
are also more stressful to learn. Conclusion The use of multi-outcomes case in PBL teaching has good potential, 
but its good operation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exploration in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the curriculum 
arrange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t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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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医学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适应未来临床工作

的优秀医生，新时代的医生只有具有批判思考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才能适应临床工作中的诸多挑战[1, 

2]。基于问题式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作为一种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技能和提高思维能力

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是目前国内医学院校改革

的热点[3]。其理念在于用模拟的信息不全的临床案

例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强调以解

决问题为中心，强调以学习者的主动学习为主，强

调学习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对新旧知

识结构重新整合[4, 5]。案例的编制是 PBL 教学的基

础同时也是难点，案例的组织和呈现方式多种多样，

且明显地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投入程度和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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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6, 7]。在传统 PBL 案例教学中，学生倾向

于把疑似诊断等同于正确答案，缺乏针对后续环节

如治疗方案选择，治疗效果评价和预后判断的临床

思维。基于以上背景，研究者将多重结局案例运用

于 PBL 教学中，以创新的医学案例形式，旨在更好

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多重结

局案例是一种创新的案例设计，以真实世界中的病

例为基础，参考相关临床指南和大型随机对照试验

的临床证据，设计在不同临床决策下能够触发不同

的病人病情变化和结局，具有交互性，能够评估个

人和团队的表现（专业表现和讨论表现），讨论结

束后有详细的案例解释，且该案例具有可变和可持

续发展性。该教学法的核心是交互性，从课堂讨论

的发言情况分析表现，促进学生改进；在专业知识

方面，针对每个步骤细节，都给出详细解释以及资

源证据来源。 
2 实施方案 
2.1 参与对象 
以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019 春季学期至

2020 年秋季学期参与临床见习的 48 位临床医学本

科生，共 4 个组，每组学生 10~13 名。学生均有传

统 PBL 课程的经验，熟悉 PBL 流程。 
2.2 多重结局案例 PBL 讨论流程 
见习安排为每周 1 次课，每次课 3 学时，3 周

共 9 学时，完成问诊查体和 1 个多重结局案例的讨

论。见习前准备案例引子给学生，案例引子举例：

一名 35 岁男性，突发剧烈头痛伴呕吐 3 天，被救护

车送来急诊科，查体全身皮肤多处瘀斑，CT 提示脑

出血。第一次课记录员在电子白板上罗列出来自案

例的“已知事实”和“待查信息”，小组成员首先独自

根据案例情景对患者后续诊治措施进行选择和排

序，每个小组成员提交排序后，小组成员讨论提出

解决该案例问题所需的各种假设，选择治疗方案，

预估治疗效果，推理患者的病情演变及进行预后判

断，提交团队的最终排序。最后，学生们提炼出需

要完成的学习目标并进行课后学习任务分配。第二

次课小组成员分别汇报、分享自学方法和学习成果，

并针对这些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讨论和评价，然后

对此患者的后续诊治措施进行再一次的选择和排

序。通过同一次课的个人得分与小组得分进行比较，

以及两次课的个人得分与小组得分进行比较，以此

来检验个人学习效果、小组总体学习效果以及团队

的运作情况。第三次课，揭露前两次课的个人得分

及小组得分，解读不同的选择和排序触发的患者结

局，回顾学习全过程，提出可能遗漏的学习目标，

对病例涉及的知识进行总结凝练，分析解决问题中

个人的推理、信息管理等方面的得失，以及个人在

团队中发挥的作用等。 
3 成效反馈 
3.1 调查问卷 
课程结束后对学生发出反馈问卷 48 份，通过问

卷调查多重结局案例的 PBL 运用于临床见习的成

效，共收回有效问卷 48 份。学生中认为多重结局创

新案例“很好”的占 64.6%，认为“一般”的占 33.3%，

认为“不好”的占 2.1%。多数学生认为，多重结局案

例的 PBL 运用于临床见习，与传统 PBL 课程相比较

（见表 1），主要可以协助自己更好地增进医学知

识的记忆和运用，培养学习兴趣，提高信息管理能

力，促进团队合作，提高分析推理能力和交流沟通

能力。 
表 1 临床医学本科生对多重结局案例的 PBL 的反馈# 

评估内容 传统 PBL 多重结局案例 PBL 

学习难度 3.3 3.5 

促进医学知识的记忆 3.8 4.1 

促进医学知识的运用 3.9 4.2 

培养学习兴趣 3.8 4.0 

提高信息管理能力 4.0 4.3 

促进团队合作（如责任心、尊重他人、角色意识等） 4.0 4.4 

提高分析推理能力 4.1 4.4 

提高交流沟通能力 4.1 4.4 
#1-5 分表示学生的认可程度，5 分代表完全同意，3 分为差不多，1 分代表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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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深度访谈 
研究者对临床见习中的 24 位学生进行一对一

深度访谈，以了解学生在创新的多重结局案例 PBL
学习中的收获以及困难，学生普遍认为：①多重结

局案例的 PBL 形式新颖，在老师合理指引和协助下

能基本达成学习目标；②能提升学生在临床见习中

的学习成效，能够更好地训练一种类型疾病的诊断

思路和治疗流程，更能唤起他们的医生角色意识；

③但多重结局案例无论在专业知识层面还是讨论框

架方面，难度都较传统案例更大，规定时间内需要

处理的信息量过大，有时间压力，讨论容易陷入僵

局或偏离主要问题，反而影响讨论和学习的积极性

以及学习效果；④另有部分学生因个人选修课多与

社会活动等因素，无法在课后投入足够的时间，讨

论中依赖于同组资料准备更充分或性格更强势的同

学，也会影响多重结局案例 PBL 的成效。 
4 问题及对策 
本研究显示，学生普遍认为这种创新的教学方

法能够在达成学习目标的同时提升临床思维能力，

培养团队协作、信息管理能力。但在整体运作过程

中仍遇到诸多困难与限制。综合学生的访谈记录以

及研究者的 PBL 教学体会，认为多重结局案例用于

PBL 教学存在下列问题: ①学生不熟悉多重结局案

例的讨论框架，讨论的顺利推进较之传统案例更依

赖于导师的引导；②学生缺少相匹配的临床经验，

对实际临床问题的把控不够，以至于对问题的解决

缺乏精准的估计和判断，相对于之前结构相对松散

的传统 PBL 案例，较易有挫折感；③导师需花更多

的时间与精力构建讨论环境，且学生需耗费更多时

间在理清问题、选择排序、修正与再修正上，这使

学生普遍觉得时间不足。 
针对以上问题，研究者提出如下改进措施：①

强化导师的角色的发挥。由于学生对创新的多重结

局案例不熟悉，因此在案例讨论的开始，需要导师

清楚地讲解其内涵与案例讨论框架，提高效率。在

进入案例讨论阶段时，导师还需花费心力在引导讨

论和适时的提问上，以激发学生多元思维而不至多

次陷入僵局。②设计预演案例。多重结局案例的学

习难度较传统案例更大，可以考虑先以较为简单的

练习案例作为预演，师生在此阶段皆能顺利地以框

架进行讨论，然后再进入正式案例，否则直接进行

小组讨论难度比较大，也容易偏离主要问题。③增

加讨论课时数。一来可让教师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

案例讨论框架的讲解; 二来也可使学生进行充分讨

论与互动，减少因时间不足导致匆忙完成任务；最

后，在案例结束及反馈阶段，导师也有更充裕的时

间给予回馈与建议，并协助学生反思，如此方能使

学习成效更显著。④平衡案例难度。在案例难度的

筛选方面难度要适中，能与学生的现有知识水平相

匹配，且能配合学生的学习程度为佳，最好能留给

学生充分的个人思考和消化时间。 
5.总结与展望 
基于多重结局案例的 PBL教学运用于临床见习

是一次创新的尝试，较传统案例形式更能锻炼学生

的临床思维和技能，唤起医生角色意识。但在实际

执行过程中，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及困境，这也

说明多重结局案例的 PBL教学作为一种更为贴近真

实临床情景的新型案例教学法，具体的模式和流程

还需要在实践中打磨和完善，以期在临床教学中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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