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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患者救治时间紧迫、病情复杂且易危及生

命，同时 ICU科室配备当前最先进的仪器设备、精细

的监护技术、强大的器官支持技术等，而 ICU教学学

时往往有限，一直是实习教学中的难点。医学生在

ICU 临床实习中易产生畏难及排斥情绪，导致 ICU
实习教学效果欠佳。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
lem-based learning，PBL）的教学法可发挥问题对学

习过程的指导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1]。然

而，PBL教学法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2]，课堂时间有

限，达不到预期效果。本次研究在 ICU实习教学中

采取PBL结合微信平台（微信群）的方法，将教学分

为课上和课下两部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1月至6月在台州恩泽

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实习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

实习生65名，随机选择分成两组，实验组32名，男生

13名、女生 19名；年龄 21～24岁，平均年龄（21.97±
0.74）岁；入科实习前理论成绩（66.15±4.15）分。其

对照组 33名，男生 15名、女生 18名；年龄 21～24岁，

平均年龄（22.03±0.86）岁；入科实习前理论成绩

（66.47±4.10）分。两组的年龄、性别和入科实习前理

论成绩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传统授课教学法：提前 1周
告知组内学生授课内容，要求进行预习。授课教师

以讲义为导向，按照书本章节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理

论知识进行授课。实验组采用 PBL 结合微信平台

（微信群）的教学方法：把学生随机分成 3个小组，每

组 8人，设立 1名组长。提前 1周告知组内学生授课

内容，提供 3 篇授课内容相关的参考文献，并提出

5个授课内容相关的问题。组织安排：①文献查阅：

从提供的 3篇参考文献入手，确定检索[关键词] 再

由组内学生自行上网查找数据库中更多的相关参

考文献，并根据本次授课内容及授课教师提出的问

题进行选择和总结，形成自己的观点及依据；②微

信平台（微信群）：授课教师建立微信群，群内每个

学生均可以发言及上传资料，阐述观点，并可以与

授课教师及其他组内学生进行交流，授课教师不参

与学生的讨论及不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但可给予

指导其研究方向。各组组长在授课前一天将各自

组内成员的观点和依据整理成课件形式（如Word、
PPT等），并于课上进行汇报。③课堂讨论：实验组

3个小组根据授课教师提出的问题，依次上台讲述

自己组内的观点及依据，组内其他成员均可对组长

所阐述的观点进行补充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其他

两组学生可以把听讲过程中产生的疑问及发现的

问题记录下来，并在汇报结束后进行提问，由阐述

观点及依据小组的组长及组内成员进行回答，并提

供相应的依据。在此过程中，授课教师可以适当引

导及解答。④教师总结：每组汇报、提问及解答结

束之后，由授课老师进行概括总结，点评每组学生

的表现，指出其优点及缺点，并对缺点提出改进

建议。

1.3 教学效果评估 授课结束后，给予学生 1d复

习时间，并围绕授课内容的重点难点进行测验，通

过测验对此次教学效果进行比较。理论知识题目

总分100分，病例分析题目总分100分。

1.4 学生问卷调查 采取问卷星的形式设计问卷

调查表，内容包含增加学习兴趣，加深理论知识掌

握，提高自学、表达、文献查阅能力，锻炼临床思维

以及教学满意度等，每个问题项目设置“优秀、良

好、一般、较差”4个等级，分别计算为4、3、2、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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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处

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检

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理论知识及病例分析考核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学生理论知识及病例分析成绩比较/分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n

32

33

理论知识考核成绩

75.25±5.79

74.48±6.17

病例分析考核成绩

77.84±5.34*

73.33±5.2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1可见，两组学生的理论知识考试成绩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52，P＞0.05），但实验组

学生的病例分析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t=3.45，P＜0.05）。
2.2 学生问卷调查结果 实验组共收回有效问卷

调查表 30份，对照组共收回有效问卷调查表 28份。

两组学生问卷调查比较见表２。

表2 两组学生问卷调查比较/分

调查项目

增加学习兴趣

加深理论知识掌握

提高自学能力

提高表达能力

提高文献查阅能力

锻炼临床思维

教学满意度

实验组（n=30）

2.76±0.68*

2.57±0.57

2.60±0.72*

2.90±0.61*

3.48±0.67*

2.93±0.58*

2.93±0.64

对照组（n=28）

2.21±0.59

2.50±0.51

2.14±0.59

2.43±0.50

1.79±0.50

2.61±0.50

2.68±0.4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2可见，实验组学生在主观评价教学法中

对是否增加学习兴趣，提高自学、表达能力、文献查

阅能力及锻炼临床思维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t分别

=3.25、2.62、3.20、10.30、2.29，P均＜0.05），在主观评

价教学法是否加深理论知识掌握、教学满意度等方

面，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分别=0.47、
1.71，P均＞0.05）。
3 讨论

ICU是以病理生理学为基础且涉及多学科专业

知识的临床学科，教学具有特殊性，对学生的自学

能力有很高要求，属于难教学课程。PBL教学法具

有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等优点[3,4]，是解决 ICU

的实习教学的可行办法。然而 PBL 教学法又存在

基础知识掌握欠扎实，教学耗时过多，加重学习负

担等缺点[3,4]。我国医学生年龄普遍小于国外，整体

能力相对欠缺，同时授课教师人数不足，教学学时

紧张，是我国尚未大范围开展PBL教学的原因[5]。

随着当今社会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交

流平台的普及，为教学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本次研

究针对 PBL教学课堂耗时过多，教学学时紧张的原

因，利用互联网技术（微信平台），在 PBL教学法的

基础上增加课下微信群交流的办法，解决课堂教学

学时相对不足、临床授课教师忙碌的问题。本研究

中实验组建立微信群，随时进行讨论及交流，不受时

间及空间影响，同时微信群具有的上传文献及图片

等功能，更有利于交流及讨论。通过教学效果评估

发现，采用 PBL结合微信平台的教学方法的实验组

的病例分析考核成绩明显优于采用传统教学法的对

照组学生（P＜0.05），表明该教学方法使学生对所学

知识的运用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实验组学生接受 PBL结合微信平台的教学方法

后，在增加学习兴趣，提高自学能力、表达能力、文献

查阅能力及锻炼临床思维等方面的自我评分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P均＜0.05），表明该教学方法能让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体会到学习乐趣，掌握查阅文献等学

习途径，有助于医学生更有效全面地分析解决问题。

总之，PBL结合微信平台（微信群）的教学方法

借助于学生都熟悉的网络交流工具，充分发挥学生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助于提高 ICU实习教学质量

和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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