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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Humanity-oriented medical education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Problem & Practice-based learning （PBL）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EBE）

人文导向

结果导向

问题导向

实践导向

循证导向

 理念更新

国际

三大核心教育理念

 学生中心（student-centered learning，SCL）

 结果导向（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

 持续改进（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CQI）

南京医科大学
教育教学理念

（HOPE）

——HOPE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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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Core concept

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Creativity

Competence

Case-based Cooperative

Competence

Interesting

Integrative

Interactive

Inducing

Active learning Responsibility Excellence

Active learning Research-based
E-learning

Experiential

Appreciation Responsibility Enthusiasm

兴趣

引导

互动

自主学习＋ 师生互动

I-CARE 模式

核心胜任力（core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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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互动

自主学习案例为载体

问题为基础

小组为单位

学生自学

小组讨论

团队协作

案例载体 → 问题导向 → 自主学习 → 交流沟通 → 循证决策

PBL是一种自主学习形式

PBL理念体现现代医学教育的核心理念

PBL模式也是临床医生职业生涯的工作和学习模式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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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级

教改试点班

（60人）

2015级

临床医学专业

（671人）

基础医学案例（PBL）

（20个，第2-6学期）

临床整合案例（CBL）

（20个，第7-8学期）

双向整合案例（PBL）

（10个，第2-5学期）

临床整合案例（CBL）

（10个，第6-8学期）

 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

 运用概念和知识能力

 批判性思维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

 沟通协作能力

 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核心胜任力
core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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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与基础结合
Understand basic sci.

功能与结构

生理与心理

药物与机制

生育长老死

临
床
思
维
及
技
巧

常
见
的
医
疗
事
故

医
事
伦
理
与
行
为

医
疗
系
统
和
制
度

与
临
床
衔
接

Clinically applicable and relevant
Vertical

Horizontal

跨科橫向整合

跨
时
纵
向
整
合

PBL＋C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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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整合案例(PBL) 96 6 二/三/四/五

临床技能综合训练(PBL) 186 4 五/六/七/八

临床整合案例（CBL） 90 5 六/七/八

设计

临床技能综合训练（PBL，practice-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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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临床整合案例（CBL）双向整合案例（PBL）课程

学院PBL中心学校PBL中心组织

学时
1×3+ 2×9 2×9 3×9 3×9 3×9 3×6+ 1×9 3×6+ 2×9

96（1＋10个案例） 90（12个案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年级

1+2 2 3 3 3 4 5案例

学期
一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桥梁课
衔接

注：入门案例3学时，3幕案例9学时，2幕案例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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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PBL中心：负责全校PBL教学总体规划和

组织协调、导师培训和认证、案例审核、督

导评估和奖励、教学研究，以及临床医学专

业PBL组织实施。

 学院PBL中心：负责组织本专业PBL实施，协

助临床医学专业组织实施。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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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L指南（教师＋学生）

 PBL案例指导

 PBL课程网站，交流、评价、反馈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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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校本部：40间高标准PBL学习室

附属医院：30多间PBL学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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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理念的掌握：学生自主学习

PBL案例的结构：明了学习地图

PBL讨论的流程：团队动力管控

PBL评价的原则：多元透明公平

导师培训

案例编写

教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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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校本部和南京地区附属医院：均经过关超然教授2天培训＋编写一份合格案例 → 认证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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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注：第八、九期含宁外附属医院

第一－七期校本部认证导师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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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1.理念方法

2.流程管控

3.模拟演练

4.点评引导

5.评价反馈

6.案例编撰

7.分组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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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基础、临床、公卫、医政多学科团队会商编写、审核。

 已编写案例300多个，审核认定案例214个。

 其中PBL案例140个、CBL案例74个

 用于课程学习、自主学习和课程考核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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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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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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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导师来自基础、公卫、口腔、一临、

二临、四临等13个学院64个学科221

名老师，其中临床导师142名。

 899名学生（含精神、儿科、口腔）

 90个学习小组

 29个案例

2017级临床医学专业（举例）

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



临床医学专业双向整合PBL课程建设与探索 2020年10月27日8时5分

实施

 PBL讨论或汇报形式（举例）

模拟临床查房情景表演

介绍思维导

图绘制思路 课堂PPT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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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性评价

 阶段性评价

 期末测评

 网络评价

− 生对师评价

− 学生自评

− 学生互评

− 小组表现评价

形成性评价 →  持续改进

实施

 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

 运用概念和知识能力

 批判性思维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

 沟通协作能力

 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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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每节课

持续性评价

（准备＋表达＋参与＋倾听＋反思）

案例评价表

每个案例
（整合性＋挑战性＋趣味性＋逻辑性＋专业性）

每个案例

阶段性评价

（诚实度＋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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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测评（“2对1”面试）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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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一堂案例分享课

一套思维引导图

一场微型辩论赛

撰写一个CBL案例

A B

C D

实施

 期末测评（2018年下学期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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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一年级——一堂案例分享课

以行政班级为单位，每6人为一小组，选择本学期学习过的一个案例，进行分工合

作，以PPT汇报的形式进行案例分享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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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一场微型辩论赛

实施

以PBL学习小组为单位，选择本学期学习案例的辩题，10位同学分成正反双方

针对案例辩题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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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三年级——一套思维导图

每个案例学习结束后，同学要撰写一个思维导图，提交给导师进行指导修改。期末考核以笔试的形式，要
求学生对一个新的案例，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提炼案例的学习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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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三年级——一套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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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成效

 问题导向学习（PBL） 全面推广：临床（类）＋口腔＋预防……

临床整合案例（CBL）

学院PBL中心

双向整合案例（PBL）课程

学校PBL中心组织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2 2 3 3 3 4 5案例

学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每学期：
学生分组：˃350个 学生人数：˃3000名（四个年级）

参与导师：˃250名 PBL时数： ˃1000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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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很有帮助 有帮助 没帮助 说不清

自主学习能力 252（37.6） 347（51.7） 22（3.3） 50（7.4）

运用概念和知识能力 199（29.6） 385（57.4） 32（4.8） 55（8.2）

批判性思维能力 236（35.2） 359（53.5） 34（5.1） 42（6.2）

协作沟通能力 266（39.6） 357（53.2） 20（3.0） 28（4.2）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230（34.3） 369（55.0） 31（4.6） 41（6.1）

演绎推理思维能力 198（29.5） 358（53.3） 42（6.3） 73（10.9）

“双向整合案例（PBL）”课程对提高能力的帮助度[n（%）]

实施——成效

2015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调查（n＝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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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成效

439, 16.45%

2006, 75.19%

223, 8.36%

简单
一般
困难

137, 5.13%

1629, 
61.06%

902, 
33.81%

枯燥
一般
有趣

1.你认为这个案例的难易程度？ 2.你认为这个案例的趣味性？

 学生问卷调查——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n＝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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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成效

43, 1.61%

1417, 
53.11%

1208, 
45.28% 差

一般
强

3.你认为这个案例的专业性？

 学生问卷调查——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n＝2668）

2590, 
97.08%

67, 2.51% 11, 0.41%

满意，导师密切关注小

组的学习，并及时做好

记录，不做与课堂无关

的其他事。

一般，导师对小组学习

关心不够，不能及时发

现小组讨论离题的现

象。

4.你是否满意这个案例的导师对学生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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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成效

2553, 95.69%

103, 3.86% 12, 0.45%

满意，导师在讨论过程

中能适时地引导小组展

开有方向性的积极讨

论，并且不会让小组讨

论冷场或离题。

一般，导师不能合适地

引导小组学习讨论，有

时会把小组学习变成小

讲课。

5.你是否满意这个案例的导师对学生的帮助度？

2591, 
97.11%

70, 2.62% 7, 0.26%
满意，导师能客观、公

正地评价每个学生，并

及时进行反馈并有针对

性地指出问题，积极帮

助学生进步。

一般，导师评价学生时

模棱两可，有时过于

“温柔”，有时过于

“严厉”。

6.你是否满意这个案例的导师对学生评价的客观度？

 学生问卷调查——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n＝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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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成效

学生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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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思路——精心试点，稳步推广

 教学目标——整合知识，能力为重

 组织实施——顶层设计，强化管理

 导师认证——强化培训，严格准入

 案例编写——学科交叉，双向整合

 教学团队——多方招募，择优选用

 评价方式——多元评价，持续改进

实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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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L学习是医学教育的世界趋势

 PBL理念体现现代医学教育最新理念

 自主学习、终身学习是PBL的主要培养目标

 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配合e-learning及循证医学理念可提升PBL层次

实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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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梳理整合课程 →   理论教学↓ ＋ 案例学习↑↑

 理论教学：侧重学科框架和系统知识体系＋核心概念和原理

 案例学习：知识整合（横、纵向）＋知识拓展＋能力培养（思维＋沟通＋技能）

 进一步扩大PBL等案例学习的覆盖面

 专业：临床（含儿科、精神）、口腔、预防 等 →   全部专业

 应用：PBL＋CBL  →  TBL＋RBL＋IPL＋XBL…   → “ 混合式”学习

 进一步提升PBL等案例学习的内涵

 导师培训认定＋案例库建设＋PBL学习室等资源和平台建设

 通过PBL等案例学习 →   教师教学理念更新＋理论教学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