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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类高等院校开展应用基于问题的学习

（PBL）教学模式改革已经有几年时间了，但是在与

教师交流中，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对 PBL 教学模式

的了解尚不全面，认识尚不清楚，存在重形式，轻内

涵的倾向。认识不清的状况严重影响了 PBL 教学模

式教学活动开展的质量。鉴于改革的现状，有必要

统一认识，明确重点，笔者就此谈一些个人的想法。
1 统一对 PBL 教学模式的认识

1.1 PBL 是教学模式不是教学法 教学方法是为

了完成教学任务而采用的方法，它包括教师教的方

法和学生学的方法，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技

能、获得身心发展而共同活动的方法。教学方法极

其灵活多样，在不同方式的活动中，师生所处的地

位、构成关系以及积极性发挥的状况也不大一样，

其教学效果与质量亦相差悬殊。常用的教学方法包

括：讨论法、讲授法、演示法、研究法等[1]。
教学模式是指在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一定

指导性的简约理念和可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具有完

成一定任务而活动的方法特性，属于方法范畴，但是

又不同于单一的教学方法，是在一定理念指导下，

多种方法的特定组合，其既有简约的理念特性，又

具有复制性，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和结晶。
例如现行的传统教学模式———传授/接受教学模式。

PBL 是以杜威实用主义为思想基础，融合了讲

授法、作业法、讨论法、研究法等教学方法的教学模

式，不是一种单一的教学方法

1.2 PBL 是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的教学模式

1.2.1 产生背景不同 传统教学模式是在古代教

育模式基础上产生的。
由于教育群众化、普及化的社会需要与当时古

代教育阶级化的矛盾日益加剧，古代教育同时还存

在着个别、分散、低效等诸多方面的不足。传统教学

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具有

很强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学生可以直接接受教师教

给已经形成的知识成果，适应了普及教育历史时期

的需要。
PBL 教学模式是在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形成。
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传统教育模式暴露出

很大的弱点和局限。课堂容量无法适应社会需求、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教师、课堂、教材”为中心的

教学过程，造成了实践不足，缺少探索，不易应用；

导致了教学内容脱离生活、脱离实践、脱离学生的

不良循环；形成了影响学生主动性、独立性、创造性

培养的不良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用主义教育

家们对传统教学模式批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教学

模式，PBL 教学模式即在这样背景下随之产生。
1.2.2 教学思想不同 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思想源

于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建立在德国教育家赫

尔巴特的教育观点之上，后来由前苏联凯洛夫等人

进行改造传入中国，形成了以“教师、教材、教室”为
中心的教学模式。该模式以传授系统知识、培养基

本技能为目标。其着眼点在于充分挖掘人的记忆

力、推理能力与间接经验在掌握知识方面的作用，

使学生比较快速有效地掌握更多的信息量，强调教

师的指导作用，认为知识是教师到学生的一种单向

传递的作用，非常注重教师的权威性。
PBL 教学模式教学思想来源于杜威实用主义

教育理论，建立在以布鲁纳教育观点为指导的建构

主义基础之上。该模式认为教育过程与生活的过程

是合一的，而不是为将来某种生活做准备；师生关

系要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在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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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学生的表现和体验，要重视学习过程中的获

得、转换、评价。尊重学生发展的差异性。
1.2.3 教学基本程序不同 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

基本程序为：

复习旧课→导入新课→讲授新课→巩固练

习→检查评价→间隔性复习。
复习旧课是强化记忆、加深理解；导入新课是

根据新课的内容，设置一定情境和引入活动，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讲授新课是教学的核心，以教师

的讲授和指导为主，学生主要是被动接受；巩固练

习是对新学的知识进行运用和练习解决问题的过

程；检查评价是通过课堂提问和家庭作业来检查学

生对新知识的掌握情况；间隔性复习是加强知识之

间的相互联系和知识进行系统整理。
PBL 教学模式的教学基本程序为：

问题→假设→推理→验证→总结提高。
首先创设一定的问题情境提出问题，然后组织

学生对问题进行猜想和做假设性的解释，再进行验

证，最后总结规律。
通过上述的比较，两种教学模式产生背景不

同，教学中心不同，学生地位不同，教学过程也不尽

相同，建立的教学思想各异，显然，PBL 教学模式与

传统教学模式是不相同的教学模式。
1.3 内容整合是 PBL 教学模式运行的基础 PBL
教学模式形成过程中贯穿着内容整合，在科学的合

理框架下模糊各学科界限，突出了相关学科的横向

纵向间的联系，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以克服教育与

社会需求、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
2 把握好 PBL 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中的三个重要

环节

2.1 确立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也叫教学目的，或

教学任务，是指教学过程所追求的结果，对落实教

学大纲、制定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内容、明确教学方

向、确定教学重点、选择教学方法、安排教学过程等

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在传统教学体系下，教学目

标是使学生学习广泛丰富的科学知识，但就当前教

学改革要求来说，教学目标是为了培养学生获取知

识、应用知识、建立批判性思维。因此，在开展 PBL
教学活动时候，要先明确这个总的教学目标[2]。

在 PBL 教学体系下，教学目标大致包含 3 个

方面：

1）逐步培养学生理解问题、调查问题、探究问

题的知识和能力。
2）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3）掌握灵活的概念和知识。

2.2 选择问题 基于问题的学习含义是由教师精

心设计问题或者师生合作提出问题，以问题为焦点

组织学生进行调查和探究，从而让学生了解问题解

决的思路与过程，灵活掌握相关的概念和知识，进

一步培养学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从中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最终形成自主

学习的意识和能力。“问题”是非常规性的问题，具

有以下几个特点：

1）问题要镶嵌在一定的情景中，学生首先对其

进行辨别。
2）问题中含有许多未知的、模糊的成分。
3）问题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因此必须进行调

查、探究，才能发现问题的症结。
4）问题的解决涉及到观察、推理、收集信息、整

理信息、分析信息等一系列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知识和技能。

因此，在选择和设计问题时要考虑以下 3 个

因素：问题是否足以激励小组讨论、问题是否对教

学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足够机会、问题是否能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2]。
2.3 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必须是基于教学目标，对

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评价，具有导向功能、反馈

功能、强化功能等多个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教学过

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通过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可以了解教学各方面的情况，从而判断它的质量和

水平、成效和缺陷。
在这里主要指的是课程内的教学评价，必须是

基于教学目标，判断教学成效、审视教师的作用、评
估问题的切合度。

综上所述，PBL 教学模式是全新的教学模式，

对于当今中医药高等教育来说是一种有利的尝试，

但是改革之路也充满了艰辛，需要统一认识，抓住

核心，提高把握应用其的能力，促进改革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道俊，郭文安．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230．
[2] 高 文，徐斌艳，吴 刚．建构主义教育研究[M].北京:教

育科学出版社，2008：110－114．
（收稿日期：2012-04-26）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