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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教育·

PBL⁃TBL教学模式在牙周病学
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高雳 李希庭 王盼盼 陈倩莹 赵川江

【摘要】 目的 分析比较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BL）-以团队为基础的教学方法（TBL）与

以授课为基础的教学方法（LBL）两种教学模式在牙周病科临床实习教学中对学生实习效果的影响

及其差异，验证PBL⁃TBL教学模式在牙周临床教学中的优势。方法 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2011级五年制本科生60名为研究对象，随机数学表法分为两组，其中一组采用PBL⁃TBL教学模式，

另一组采用LBL教学模式。通过出科考试成绩及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对 教学效果进行评价。数据采

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出科考试成绩分析表明PBL⁃TBL组学生在出科总成绩上

高于LBL组学生（t=3.293，P=0.002），在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t=4.926，P＜0.001），治疗计划的制

定（t=4.229，P<0.001）和回答问题（t=6.198，P＜0.001）方面的表现优于LBL组学生；问卷调查结果表

明，在学习的积极性（t=16.706，P＜0.001），提高学习能力与协作能力（t=21.289，P＜0.001），以及处

理病例能力方面（t=24.349，P＜0.001），PBL⁃TBL组学生的评分显著高于LBL组学生。93.3%的实验

组学生对该教学模式满意。结论 PBL⁃TBL教学模式可提高学生的实习效果，学习能力和综合素

质，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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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evaluate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team⁃based
learning（TBL）model in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of periodontology. Methods Sixty students majored in
oral medicine admitted in our department in 201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PBL⁃TBL group and lecture⁃
based learning（LBL）group（30 students in each group）. Both a test and a sheet of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BL⁃TBL，and the correpsonding scores for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with independent t⁃test. Results The students of PBL⁃TBL group were scored higher in the test（t=3.293，
P = 0.002），suggesting higher abilities in disease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t = 4.926，P＜
0.001），treatment planning（t = 4.229，P＜0.001），and answering questions（t = 6.198，P＜0.001）than
those of LBL group. Up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students in PBL ⁃ TB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ability in learning motivation（t=16.706，P＜0.001），enhancement in learning and cooperation（t=
21.289，P＜0.001），and case analysis and treatment（t = 24.349，P＜0.001）compared with those in LBL
group. It was found that 93.3% students in PBL⁃TBL group were satisfied with this new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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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roblem ⁃ based
learning，PBL）和以团队为基础的教学方法（team⁃
based learning，TBL）是目前国际医学教育的主流教

学方法，在国外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教学中已得到

高度认可和广泛应用［1⁃2］。与传统的以授课为基础

的教学方法（lecture⁃based learning，LBL）相比，两者

都是为了能让学生充分参与，并加强教学过程中的

互动性，改变以教师为主体讲授知识和技能，学生

被动接受的教学方式。

牙周病学是口腔医学中一门重要学科，临床实

习阶段是牙周病学习的重要阶段。在牙周病临床

实习教学过程中，国内尚未见PBL⁃TBL教学模式应

用的报道，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和

实习期间的学习效果，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牙

周病学教研室采用了PBL⁃TBL教学模式，旨在探讨

该综合教学方法在牙周实习教学中的可行性和教

学效果。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和分组方法

选取自 2015年 7月起进入中山大学附属口腔

医院牙周科实习的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五年

制本科生60名，已完成牙周病学理论课和实验室学

习，并经过考核获知成绩。随机数字表法将学生分

为两组，每组30人。实验组在牙周科实习阶段的理

论学习采用PBL⁃TBL教学模式；对照组在牙周科实

习时采用传统的LBL教学模式，在实习的8周期间，

老师会为对照组学生进行 5次专题讲座，讲座内容

与实验组的问题基本一致。两组学生均可求教于

老师指导，进行教学查房和师生交流。

二、教学步骤与实施方法

1. 课前准备：参与临床带教的老师接受 PBL⁃
TBL教学培训；30名实验组学生按前期成绩作为配

伍条件分组，以 5人为一组，每组成员按成绩的高、

中、低搭配。每小组中有1名学生担任组长，由组长

分工，组织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带教老师集体备课，

准备 5道论述题目并准备相关病例资料，题目需覆

盖牙周病学主要病种并与口腔多学科相关，要求结

合实习时的临床病例进行解答。题目内容与对照

组的专题讲座基本一致。

2. 教学流程：入科当日由教师介绍PBL⁃TBL教

学方法，学生分组和讨论题目，提出学习要求，强调

两组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独立性；在实习期间内，

组织两次集中讨论活动，期间各小组内部可分工合

作，互相讨论，各小组之间应互相独立，小组内部意

见分歧较大或者有问题不能解决时可向带教老师

寻求帮助；在实习第7周进行集中汇报交流和讨论，

由各组选派代表以多媒体形式回答问题，汇报讨论

结果，并提出依据，其他同学如有不同观点或补充

可自由上台发言，老师进行点评，补充和评分，点评

老师邀请 5位主治或主治以上医师，其中 2位为交

叉学科医师。

通过出科考试成绩及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对两

组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出科考试以接诊治疗1位
牙周病患者为考核方式，成绩总分为100分，包括6个
考核项目；问卷调查包括 5项内容，每项 2 分，满分

10分；并采用问卷形式调查实验组学生对PBL⁃TBL
教学的方法的评价和满意程度。

三、统计学处理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考试结果分数和学生

对教学方法的评分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学生对 PBL⁃TBL教学

方法的满意程度采用满意率（％）表示。

结 果

一、两组教学效果的评价

1. 出科考试结果分析：实验组，对照组各 30名
学生参加出科考试。由表 1可见，两组学生在病史

采集与检查（t = 1.450，P = 0.152）、操作规范与治疗

效果（t = 0.351，P = 0.727）、病历书写（t = 0.559，P =
0.578）三方面得分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而在

总分（t=3.293，P=0.002）以及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

断（t=4.926，P＜0.001），治疗计划的制定（t =4.229，
P＜0.001）和回答问题（t = 6.198，P＜0.001）方面，

PBL⁃TBL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LBL组学生，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学生对两种教学方法的评价结果：共收回实

验组，对照组问卷各30份。由表2可见，PBL⁃TBL组

Conclusions PBL⁃TBL model can aris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strengthen teamwork，foster critical
thinking，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in solving clinical problems. It is a more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
compared with LBL model in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in periodontology.

【Key words】 Periodontics； Clinical clership； Team⁃based learn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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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总体评价高于与 LBL 组（t =
24.062，P＜0.001），尤其在学习的积极性（t=16.706，
P＜0.001），提高学习能力与协作能力（t = 21.289，
P＜0.001），以及处理病例能力方面（t = 24.349，P＜
0.001）的评分显著高于 LBL 组。

二、实验组学生对PBL⁃TBL 教学模式的问卷调

查结果

如表3所示，问卷包括9道封闭性问题和1道开

放性问题，对 30 名实验组学生进行无记名调查结

果显示：PBL⁃TBL组学生对大部分项目，满意率在

80%以上，而在组内合作和提高临床操作技能两方

面，满意率略低，提示该教学模式的可在这些方面

做出改进。

讨 论

一、在牙周病临床实习教学中采用新型教学方

法的必要性

牙周病学是口腔医学中研究牙周组织的结构、

生理和病理变化以及牙周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的

一门学科，它涉及口腔医学专业的各个领域，不仅

与口腔生物学、口腔解剖生理学等基础学科密切相

联，同时也与口腔其它临床学科相关。牙周病的临

床实习教学不仅应使学生掌握牙周治疗的基本技

术，更应帮助学生建立牙周病治疗的理论体系和思

维，使其学会为患者制定系统完善的治疗计划并会

处理与其他学科相关的牙周问题。

目前，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牙周病学临

床实习教学存在以下问题：（1）牙周病学的理论教

学比较抽象枯燥，且课时有限，使学生在临床实习

阶段难以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存

在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2）实习时间仅有 8周，

学生较难形成系统的临床思维；（3）实习阶段过于

重视临床操作，对治疗计划和理念强调不够，有些

学生在出科时对牙周病科的印象仅仅停留于“洗

牙”和“刮治”，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思维体系；（4）各
专科分开实习，学生难以掌握学科之间的联系，在

临床思维方面显得视野狭窄。针对这些问题，我科

教学团队已作出一些改变，在实习期间进行数次专

题知识讲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种 LBL
教学方式仍是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

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和团队交流

合作，且教学效果难以评估。因此，需要在临床实

考核项目（分值）

病史采集与检查（10）
诊断与鉴别诊断（20）
治疗计划（20）
操作规范与治疗效果（30）
病历书写（10）
问题回答（10）
总分（100）

学生数（名）

30
30
30
30
30
30

PBL⁃TBL组

8.167±0.479
17.267±0.980
17.083±1.123
25.200±2.045
8.050±0.747
7.850±0.604

83.617±4.972

LBL组

7.983±0.500
15.933±1.112
15.867±1.106
25.017±2.012
7.950±0.634
6.850±0.640

79.600±4.461

t值

1.450
4.926
4.229
0.351
0.559
6.198
3.293

P值

0.152
＜0.001
＜0.001

0.727
0.578

＜0.001
0.002

表1 两组学生出科考试分数结果分析（分，x± s）

评价项目

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的增强（2分）

学习能力和协作能力的提高（2分）

对牙周病学知识点的掌握程度（2分）

对牙周病具体病例的处理能力（2分）

考试结果是否反映实习效果（2分）

总分（10分）

问卷数（份）

30
30
30
30
30

PBL⁃TBL组

1.837±0.103
1.733±0.076
1.417±0.109
1.633±0.070
1.483±0.134
8.103±0.228

LBL组

1.337±0.127
1.277±0.090
1.383±0.112
1.203±0.069
1.453±0.178
6.653±0.239

t值

16.706
21.289
1.712

24.349
0.738

24.062

P值

＜0.001
＜0.001

0.246
＜0.001

0.463
＜0.001

表2 两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评价结果（分，x± s）

项目

准备时间是否充裕

组内合作的分工和工作效率

对牙周病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对交叉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

增强对具体病例的处理能力

培养牙周系统临床思维

提高牙周临床操作

对PBL⁃TBL教学模式的总体评价

对PBL⁃TBL教学模式的改进意见

满意

25
22
26
27
28
27
20
28
-

一般

3
5
3
3
2
2
5
2
-

不满意

2
3
1
0
0
1
5
0
-

满意率（%）
83.33
73.33
86.67
90.00
93.33
90.00
66.67
93.33
-

表3 30名实验组学生对PBL⁃TBL教学方法的问卷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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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中结合一些新的教学方式，最大限度的提高临床

实习阶段的教学效果。

二、PBL⁃TBL教学模式及其优点

PBL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可锻炼

学生的自学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

开发学生的潜力和创造力，增加教学的启发性。同

时，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从而提高学习效率［1，3⁃4］。而TBL教学法以

团队为基础，其优点在于实现了学生主动学习，讨

论式学习和拓展性学习，增强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

握以及对临床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并培养学生

团队合作和人际交往等综合能力［5⁃7］。在实践中，这

两种教学方式没有明确分界，可联合使用以发挥最

大优势。

目前，国内各大口腔医学院校内对这两种教学

方式的应用进行了多项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

果［3⁃5，8⁃9］，但是，这些应用多集中在理论课学习和临

床前期学习阶段，在临床实习阶段的研究报道较

少。本研究将这两种教学方式结合应用在牙周病

的临床实习阶段，以期提高临床实习阶段理论培训

的效果，进一步促进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帮助学生

建立牙周病系统治疗的思维体系。同时，与理论课

和实验课相比，临床实习又有其特殊性，如没有特

定的授课时间，没有统一教材，学生的学习对象从

理论知识和模型转变为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临床

病例。因此，在将PBL⁃TBL教学模式应用于牙周科

临床实习中时，为了探索出最适合于牙周科临床实

习的教学模式，对经典的PBL和TBL教学模式进行

了适当修改，主要表现在：（1）PBL、TBL教学模式用

于理论和实验室教学时，准备问题和讨论是在课堂

进行，需要学生当堂做出解答，但考虑到临床实习

的特殊性，本研究将准备和讨论时间拉长至整个临

床实习的数周时间，使学生有充足时间准备和搜集

病例，在接诊患者时更加勤于思考；但同时，这种准

备时间的延长可能会出现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以

及实验组各组学生的相互交流从而使影响研究结

果。因此，在实习前分组和讲解时，老师应重点强

调各组之间的独立性，并鼓励学生积极与老师进行

沟通，从而尽量避免组间影响。（2）经典的 TBL小

组测试时，采用的是答题卡刮卡答题的形式进行，

此法好处是客观性强、便于评价，但是在临床实习

中难以体现学生的综合归纳和整个理论思维体系，

因此，本课题的测试采用各小组将所提问题的答案

汇总，一人汇报，其他小组成员补充的方式，请专科

医师对汇报进行总结和评分。该形式可促进学生

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学生表达能力，应变

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提高。从问卷结果可见，PBL⁃
TBL组大部分学生对该教学方法总体满意，认为该

教学方法增强了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了对牙周

疾病的处理能力并有助于培养系统的临床思维；而

实验组学生在牙周病的诊断，治疗计划的制定和回

答问题方面的出科成绩高于LBL组学生，说明PBL⁃
TBL教学方法有助于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并可提高

学生的表达和应变能力。

三、如何进一步有效运用PBL⁃TBL教学模式

本研究结果已证实，PBL⁃TBL教学方法是一种

高效实用的新型教学模式，同时也给出一些改进方

向：（1）在两组学生的成绩比较和对实验组学生的

问卷调查中可见，PBL⁃TBL教学方法对提高学生的

临床操作技能作用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老师在准

备题目时未涉及临床操作技能，如洁刮治的操作要

点、体位原则、支点的掌握等，在下一步的教学过程

中，可考虑加入 1 ~ 2道临床技能相关题目，使学生

主动思考和积极讨论临床操作时的难点和技巧，并

促进与老师间的交流和互动，以提高临床操作能

力。（2）对实验组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团

队合作时的分工和工作效率的满意率低于 80%，提

示分组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我们的分组是

按前期理论和实验课的成绩作为配伍条件分组，每

组成员按成绩的高、中、低进行搭配，组长由教师指

定成绩优秀、态度积极的学生担任。通过对本结果

的思考，认为在后继教学中对组长的选择不应仅考

虑考试成绩和学习态度，更应考虑组长的综合素

质，选择更有具有团队精神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学生

担任组长。组长的选择可由教师推荐和学生选举

的方式产生，以期选出更有亲和力和责任心的组

长，在他们的组织下，可提高团队协作和学习效

率。分组时，在保证成绩搭配合理的情况下，可适

当考虑学生的意愿，使团队关系更为融洽，从而更

好发挥每个学生在团队中的作用，加强团队交流合

作。（3）本研究采用的考核方法是在实习结束时通

过临床接诊患者来考察学生对具体疾病的处理能

力，但因临床接诊的随机性，对考核的全面性有一

定影响，并难以考查学生对牙周病领域新技术新进

展的了解情况。为了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评价教学

效果，可在后继教学中增加一项理论考核，内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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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牙周基础知识和学科前沿进展，从而使考核方式

更加完善。此外，可考虑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形成性

评价［10⁃11］，使教师在学生实习中对学习过程进行动

态评价和及时反馈，从而促进教师和学生自查，发

现潜在问题，促进教学效果。（4）这是我科临床实

习教学的一次创新和尝试，对带教老师的综合素质

也提出更高要求，老师不仅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

知识储备，更要有优秀的教学技巧和沟通能力。各

位带教老师应加强学习，不断总结，努力提高教学

能力和教学技巧；更新和扩展知识范围，加强对管

理学，心理学的学习，从而在临床学习带教中为学

生解决各种问题，为学生提供更为愉快的实习氛

围，建立融洽亲密的师生关系。（5）鉴于这次实习

教学探索的初步成功以及其他院校在理论教学中

应用PBL⁃TBL教学模式的经验，本教研室拟在下一

级学生牙周理论和临床前期的实验室教学过程中，

逐步开展该教学模式的应用，从而提高学生和教师

对 PBL⁃TBL教学的适应性，形成系统教学，提高教

学效率。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PBL⁃TBL教学模式可有

效提高牙周临床实习的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学习

能力和综合素质，也可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

可在后继教学过程中，继续采用并不断改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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