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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在老年医学教学中应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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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疾病防治成为我国现阶段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之一。因此我们对老年医学的

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通过教学调动学生对老年疾病的重视及学习的积极性，进而使老年医学教学进程稳

定发展，是我们有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BL）与以往的教学模式相比，在培养医学生综

合能力、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等方面起到了推进作用，现正逐步应用于老年医学的教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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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exploration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model in teaching geria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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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for senile diseas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priorit ies of healthcare work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ge. So we need to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geriatric 

medical teaching. We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to mobilize students to pay attention to senile diseases and their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thus make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stable development.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teaching 

mode,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teaching mod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promoting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mprehensive abili ty of medical students,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team spirit . And it  should be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geriatr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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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日趋老龄化，对比西方发达国

家，我国的老年医学教学现状不容乐观。由于老

年医学在临床学科中不被重视、课时少、教学内

容庞杂、教学难度大，导致合格的老年医学教育

工作者严重缺乏，相关学科高层次的人才更缺乏。

如何适应老年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老年医学人

才的培养和老年医学教育的发展模式，是目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 [1−3]。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是基于现实世界

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PBL教学法与我国传

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

模式不同，目前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特别是老年

医学教育改革的新方向 [4−6]。 

1  老年医学的临床教学现状 

传统的老年医学的教学模式，是以课本为

导向，以教师授课为主导，可以系统、全面地

传授理论知识，适合于教材完善、理论体系完

整的基础理论教学，但该模式在老年医学教育

方面存在缺陷 [7 ,8]。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和

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而现代医学教育的理念已经将重心从教师

的教育与教学悄然转向学生的学习与成长，重

视创新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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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BL教学模式的特点 

2.1  PBL与传统理论教学法 

PBL医学教育是以问题为基础，以医学生为主

体，以小组讨论为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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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的学习过程 [9,10]。教师主导式传统理论教学法

（lecture-based learning，LBL）已面临新的教学法

的挑战。PBL教学法内涵较传统的教学发生变化，

主要是将各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知识点贯穿于一

个真实的病例，使各学科相互渗透，培养学生以病

例诊治为中心的发散思维和横向思维。而在传统的

教学模式里，学科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界限分明，

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差、缺乏横向思维。PBL教

学从培养临床医师的角度进行实用性知识的学习，

以培养合格的、有能力的临床医师为明确目的。而

传统的教学模式对每一课程的教学均有较大的深度

和广度，授课的知识全面而系统。在教学形式上，

PBL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中心”，在

教师的整体把握和指导下，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

而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主体、以讲课为中

心”采取大班全程灌输教学，学生始终处于消极被

动的地位。就评估体系而言，PBL教学法根据每次

讨论会学生发言的次数、质量及资料复习书面报告

进行综合评估，从基本概念、解决问题的能力、方

法、思路等方面考查，在一个学习模块结束后，进

行客观性临床技能考核。而传统的教学则是在整门

课程进行中段及结束后进行统一考试。最后来比较

教学的实际效果，通过使用PBL的教学后学生善于

探索、概括，娴熟应用图书馆信息服务，具备较强

的沟通技巧和人际交流能力；除此之外，PBL学生

更易形成正确的专业思想和择业意识。而传统的教

学模式基础课成绩与PBL模式学生无明显差异，但

临床课成绩、临床推理思维、批判性思维、新思维、

团队精神和表达能力均低于PBL学生。因而PBL教学

方法让学生对于疾病有了基础和临床两方面认识，

有利于学生拓展思路、建立扎实的临床思维、缩短

从理论到实践的周期。经过近30年的不断发展，目

前全球约有1 700多所医学院校采用PBL教学模式。

PBL教学已经成为当今医学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主

要流派之一，并被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医学教育联

合会以及其他国际医学教育组织大力推荐。 

2.2  PBL教学模式在老年医学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老年医学是一门相对较年轻的自然科学，但其

综合性较强，包括的范围也很广，目前已有老年基

础医学、老年临床医学、老年流行病学、老年社会

医学、老年保健及老年预防医学等，知识铺设面十

分广泛[11,12]。 

2.2.1  顺应时代的发展  人口的老龄化必将带来一

系列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医疗保健是其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老年人作为社会人口的一个特殊群体，

对临床医疗的要求是其社会需求的一个部分。做好

老年人群的医疗保健工作，将有利于消除青、中年

人的后顾之忧，使其安心工作与生活，进而有利于

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目前在临床教学中普遍

存在理论的学习与技能实践脱节、学生缺乏临床实

践的主动性、难以深入理解讲授的内容等问题，客

观上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模式进行变革。 

2.2.2  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任何一种教学

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选择和运用没有固定的模式。

PBL教学可以针对老年医学教育要突出综合性、实

践性和实用性的特点[13]，授课以临床病例为基础，

就此病例讨论相关问题，将各基础学科及各系统临

床学科的知识贯穿于一个个真实的病例中，更接近

现实地模拟了临床实践中的诊治思维、打破了学科

界限、锻炼了学生的发散思维和横向思维，这不但

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团结协作

精神，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潜力和创造力，也适应

了新时代对医学生创研能力的需求[14]。 

2.2.3  PBL教学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PBL教学

的成功开展，需要学生的主动配合，从准备资料开

始，就需要他们结合提纲、病例去查阅大量的文献

资料，并积极与其他同学交流沟通，大家同心协力

得出最佳结论[15,16]。特别对于老年医学这个学科，

它所涉及的内容整体性较强、涉及医学面也较广，

不论是理论性还是针对性都较强，这样的学习，花

在前期准备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大大多于普通的课

堂学习，因此在逐步的积累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医

学生相关的专业知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获得

进一步加强。最后无论是基础知识，还是临床实践

都可以不断地提高，综合素质较以往也有明显提升，

将来可以很快地适应老年医学的临床工作。 

2.3  PBL在老年医学教学中的应用尝试 

PBL模式授课过程包括提出问题、建立假设、

收集资料、集中论证和小组总结5个阶段。创建一个

合适的问题是PBL教学的关键，针对教学内容所设

计的问题，应该是多层次、多步骤的，既能体现教

学的相关性、开放性、系统性，又能体现教学的实

用性、有效性、真实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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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老年医学》教材中的老年糖尿病的章

节，首先老师要充分备课，对于有关老年糖尿病的

案例及问题设计进行反复琢磨，要注意所选案例和

设计的问题是否达到教学目的，学生能否受到启发；

然后向学生介绍老年糖尿病目前发病的流行病学特

征、病情的发展与转归、并发症的分类；之后提出

相关的问题加以讨论，如老年人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老年人糖尿病的分类及发病机制有哪些、老年人糖

尿病的临床表现有哪些、老年糖尿病的并发症分类

及药物治疗的原则等。学生根据在老年医学教学中

提出的问题通过教材、参考文献、互联网等媒介，

运用以前的基础知识和临床大课上学到的知识来对

照老年糖尿病相关问题的各个要点，开展有针对性

的自学及思考讨论。讨论分为两步，即小组内先讨

论，取得共识后，各组交换意见并组间讨论，讨论

的内容包括对老年糖尿病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诊断标准和治疗原则等方面，患者的疗

效、预后、医师的关怀职责等进行讨论并提出随访

计划。老师掌握整个讨论的节奏，待讨论较充分后，

由每小组学生代表对老年糖尿病问题的讨论结果进

行汇报，最后再由老师做出点评并归纳总结。 

教学过程中教师注意观察课堂气氛及效果，课

程结束时现场向学生发放调查问卷，问卷不记名，

采用自填式问卷法，调查并分析教学效果。调查内

容包括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及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评

价，每一项调查内容均包含多个测评项目。针对调

查结果，对于教学内容进行相应的改进和不断完善，

从而建立一套相对标准化的授课模式，进而可以逐

步进行推广。 

2.4  PBL教学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在老年医学教学中采用PBL的教学方法也存在

着一些问题和困难。例如，学生缺乏对基础知识的

系统性学习，PBL教学所包含的内容要少于传统课

程的含量，学生有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

而忽略了学习的目标。特别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

老年医学的教学过程中使用PBL教学方法在我国还

是处于探索阶段，没有现成的模式来复制。临床教

师的理解和应用也存在差距，使得问题的设计不够

巧妙，部分学生难以接受，从而限制了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在部分地区由于师资力量及教

学条件的不足，也制约了PBL教学的发展。 

3  小  结 

最早在1986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西安医科

大学从国外引进PBL。近年来引进PBL的院校逐渐增

多，这些院校分别在基础课、临床课和实验课中部

分试行了PBL，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8−20]。PBL作为

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目前已成为国际上较流行的一

种教学方法，在引入老年医学的教学中具有很大的

优势。尽管进行PBL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难度，

随着知识和经验的积累，PBL必将成为老年医学教

学领域中一种有良好效果和高效率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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