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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通过meta分析,综合评价问题式教学法(PBL)教学法对国内临床检验医学教学效果的影

响,为该领域医学教育方式的探索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全面检索相关文献库、会议资料以及研究报告等,并

根据严格纳排标准筛选出相关文献资料;运用meta分析方法对纳入文献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结果 共纳入

28篇文献;学生总成绩方面,PBL教学组优于传统教学组[加权均数差(WMD)=7.38,95%CI:6.11~8.65,P
<0.05];另外,在学生评价方面,认为PBL在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创新能力、强化师生合作交流等11个方面都

优于传统教学组(P<0.05),同时认为PBL组的教学效果满意度更好[相对危险度(RR)=1.19,95%CI:
1.09~1.30,P<0.05]。结论 PBL教学法在国内临床检验教学效果上具有一定优势,但也不能忽视教学章

节与学生层次的影响,应根据根据授课内容与对象的合理调整教学资源,探索更多适合我国临床检验PBL教学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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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rough

 

meta
 

analysis,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teaching
 

method's
 

impact
 

on
 

domestic
 

clinic
 

testing
 

medicine
 

teaching
 

effect,to
 

provide
 

evidence-based
 

basi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medicine
 

education
 

method
 

of
 

this
 

field.Methods Comprehensively
 

search
 

for
 

the
 

rele-
vant

 

database,conference
 

materials,and
 

study
 

reports,etc,and
 

select
 

the
 

relevant
 

document
 

literatures
 

accord-
ing

 

to
 

strict
 

choosing
 

or
 

refusing
 

standards;Take
 

meta
 

analyzing
 

method,do
 

qualitative
 

or
 

quantitative
 

analy-
sis

 

to
 

the
 

selected
 

document
 

literatures.Results Totally
 

28
 

document
 

literatures
 

are
 

selected;as
 

for
 

the
 

over-
all

 

performance
 

of
 

students,PBL
 

teaching
 

group
 

are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WMD=7.38,
95%CI:6.11-8.65,P<0.05].Moreover,as

 

for
 

students'
 

evaluation,they
 

think
 

PBL
 

teaching
 

method
 

is
 

su-
perior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11
 

aspects,including
 

stimulating
 

study
 

interest,promoting
 

innovation
 

ability,and
 

strengthening
 

students
 

and
 

teacher
 

to
 

cooperate
 

and
 

exchange,etc.At
 

the
 

same
 

time,they
 

think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BL
 

teaching
 

group
 

is
 

better
 

[RR=1.19,95%CI:1.09-1.30,P<0.05].
Conclusion PBL

 

teaching
 

method
 

has
 

some
 

certain
 

advantages
 

in
 

domestic
 

clinic
 

testing
 

teaching
 

effect.How-
ever,the

 

impact
 

of
 

teaching
 

section
 

and
 

the
 

level
 

of
 

students
 

can't
 

be
 

ignored.Teaching
 

resources
 

should
 

be
 

adjusted
 

and
 

more
 

PBL
 

teaching
 

models
 

suitable
 

for
 

our
 

clinic
 

testing
 

should
 

be
 

explored,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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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式教学法(PBL)是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自
发地解决课程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以及问题背后的科

学真理,将学习过程置身于解决复杂问题的情景中,
从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1]。我国继欧美和日本

之后,于1986年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西安医科大

学引入到医学教育中,并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哈尔

滨医科大学已在七年制临床专业中全面推行PBL教

学[2]。临床检验医学是临床医技领域的重要学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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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它有课程知识点密集、课程内容繁多、操作技术要

求高、学习难度大的特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处

于兴趣不够、动力不足且被动应付的状态;大大降低

了课程学习的效果。目前应用PBL教学法对国内临

床检验教学效果的研究被大量报道[3-30],但教学效果

存在一定差异;鉴于此,本次研究目的是通过 meta分

析综合评价PBL教学法对该领域教学效果的影响,
为其教育方式的探索提供循证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对照研究,包括随机对照研究或

非随机对照研究。
1.1.2 研究对象 检验医学专业学生,层次包括本

科、专科或高职。
1.1.3 干预措施 试验组为PBL的相关教学方式,
包括PBL、PBL+传统教学方式(LBL)、PBL+案例导

入教学法(CBL)或基于网络环境下的问题式教学方

式(WPBL)等;对照组则是仅采用LBL进行教学。
1.1.4 结局指标 主要指标为学生期末考试总成

绩;次要指标为学生对教学效果的主观感受,以问卷

调查形式,包括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创新能力、强化师

生合作交流等11项。
1.1.5 排除标准 (1)结果统计量提供不完善;(2)
教学内容描述不清;(3)主要结果指标非百分制。
1.2 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PubMed、Web

 

of
 

Si-
cence、CNKI数据库和百度学术,搜集关于国内PBL
教学法在临床检验教学中的相关研究;检索时间为建库

起至2019年3月。中文检索词包括PBL、有问题式教

学、检验医学、临床检验等;英文检索词包括PBL、prob-
lem-based

 

learning、laboratory
 

medicine等。
1.3 质量评价 由2位评价员对纳入文献进行独立

评价,若出现争议,则通过第3名评价员进行讨论仲

裁;评价工具选用Cochrane手册中的RCT研究风险

偏倚评价工具[31]。
1.4 数据提取 由2位评价员对纳入文献的基本信

息和结果指标进行独立提取,若出现争议,则通过第3
名评价员进行讨论仲裁;其中,基本信息包括第一作

者、发表年份、教学层次、教学内容、干预方式等;结果

指标包括:学生期末总成绩和学生问卷调查项目。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tata11.0软件进行 meta分

析。计量资料以加权均数差(WMD)及95%CI 为效

应指标,计数资料以相对危险度(RR)及95%CI 为效

应指标。考虑不同研究中考核难度和考核方式可能

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所有合并算法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主效应结果采用Begg's法与Egger's法同时检

验;敏感性分析则采用逐一排除法进行检验;次要指

标的敏感性分析采用合并模型互换方式进行检验。
所有检验水平设定为α=0.05。
2 结  果

2.1 文献纳入情况 如图1,通过文献检索,共获取

相关文献668篇;剔除重复后,剩余268篇文献进入

初筛;通过阅读题目和摘要,剔除233篇,剩余35篇

文献进入精筛;下载全文并阅读后,根据纳排标准,剔
除7篇;最终剩余28篇文献进入本次 meta分析。纳

入文献的基本信息情况如表1。纳入文献质量评价情

况表2。

图1  文献纳入和排除流程图

表1  纳入文献基本信息情况

第一作者
发表

年份(年)
教学

层次

教学

内容

PBL
小组人数

PBL组

干预方式

样本量(n)

试验组 对照组
问卷调查项目

李敏艳[4] 2017 高职 生物化学 / PBL+CBL 306 223 (1)(2)(3)(4)(5)(6)(7)(8)(9)(10)

姚军[5] 2017 本科 微生物 4~5 PBL+CBL 32 32 (1)(2)(4)(8)(9)(11)(12)(13)(14)(15)

姜源[6] 2016 本科 分子生物学 / PBL+LBL 25 25 (2)(5)(7)(11)(12)(13)(14)(15)

王翠华[7] 2018 高职 微生物 / PBL+CBL 50 53 (1)(2)(3)(4)(5)⑹(7)(8)(9)(14)(15)

唐玉红[8] 2012 专科 免疫学 / PBL+LBL 27 27 (1)(4)(15)

罗健留[9] 2012 本科 临检 3~5 PBL 33 33 /

陶元勇[10] 2012 本科 微生物 7~8 PBL 47 46 /

王凡平[11] 2012 本科 血液学 4 PBL 110 58 /

游颜杰[12] 2015 专科 免疫学 / PBL 50 50 /

邓益斌[13] 2009 本科 生物化学 / PBL 32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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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纳入文献基本信息情况

第一作者
发表

年份(年)
教学

层次

教学

内容

PBL
小组人数

PBL组

干预方式

样本量(n)

试验组 对照组
问卷调查项目

张丽[14] 2014 本科 生物化学 / PBL+LBL 30 30 /

蒋静[15] 2018 本科 血液学 4 PBL+LBL 20 20 (10)(14)(15)

蒋显勇[16] 2013 本科 生物化学 / PBL+LBL 60 60 /

罗心静[17] 2009 本科 生物化学 / PBL 56 58 /

魏桂芬[18] 2010 本科 临检 5~6 WPBL 33 33 /

陆予云[19] 2010 本科 血液学 / WPBL 36 40 /

温文[20] 2017 本科 实习教学 8 WPBL 8 8 (5)(13)(15)

林勇平[21] 2012 本科 生物化学 5 PBL+LBL 50 50 /

罗阳[22] 2013 本科 实习教学 / PBL+LBL 28 22 /

李晶琴[23] 2017 专科 生物化学 6 PBL+LBL 36 42 /

罗心静[24] 2009 专科 血液学 / PBL 30 28 /

石科[25] 2016 专科 生物化学 / PBL+微课 31 32 /

张志军[26] 2012 专科 生物化学 10 PBL 147 164 (1)(4)(6)(10)(11)(12)(14)

刘艳艳[27] 2016 本、专科 实习教学 1~2 PBL 30 30 (4)(14)(15)

李秀平[28] 2009 专科 微生物 / PBL 61 63 /

吕岩[29] 2015 本科 血液学 / PBL 43 43 /

李榕娇[30] 2011 专科 血液学 4 PBL 8 8 /

许可[31] 2017 本科 免疫学 5~6 PBL+LBL 34 70 (1)

  注:问卷调查项目包括,(1)激发学习兴趣,(2)促进创新能力,(3)合理分配教学资源,(4)强化师生交流与合作,(5)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6)
激发学生高水平思维,(7)提升学生的责任感,(8)促进理论联系实践,(9)学生明确重难点,(10)应试教育下的适用性,(11)提高自学能力,(12)提
高文献检索能力,(13)提高表达及沟通能力,(14)提高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15)满意度;/表示该项无数据

表2  纳入文献质量评价情况

第一作者
发表

年份(年)
随机

分配

分配

隐藏

盲法

设置

失访

情况

其他

偏倚

李敏艳[4] 2017 是 否 否 是 不清楚

姚军[5] 2017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姜源[6] 2016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王翠华[7] 2018 否 否 否 是 不清楚

唐玉红[8] 2012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罗健留[9] 2012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陶元勇[10] 2012 否 否 否 是 不清楚

王凡平[11] 2012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游颜杰[12] 2015 否 否 否 是 不清楚

邓益斌[13] 2009 否 否 否 是 不清楚

张丽[14] 2014 否 否 否 是 不清楚

蒋静[15] 2018 是 否 否 是 不清楚

蒋显勇[16] 2013 否 否 否 是 不清楚

罗心静[17] 2009 否 否 否 是 不清楚

魏桂芬[18] 2010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陆予云[19] 2010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温文[20] 2017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林勇平[21] 2012 否 否 否 是 不清楚

续表2  纳入文献质量评价情况

第一作者
发表

年份(年)
随机

分配

分配

隐藏

盲法

设置

失访

情况

其他

偏倚

罗阳[22] 2013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李晶琴[23] 2017 否 否 否 是 不清楚

罗心静[24] 2009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石科[25] 2016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张志军[26] 2012 否 否 否 是 不清楚

刘艳艳[27] 2016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李秀平[28] 2009 否 否 否 是 不清楚

吕岩[29] 2015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李榕娇[30] 2011 不清楚 否 否 是 不清楚

许可[31] 2017 是 否 否 是 不清楚

2.2 总成绩 如图2,本次分析共纳入27篇文献,累
积样本量为2

 

820;通过随机效应模型,获取总体成绩

情况为试验组(PBL组)优于对照组(LBL组),其
WMD及95%CI 为7.38(6.11~8.6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另外,通过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

进行亚组分析,认为生物化学[7.41(4.87~9.96)]、
微生物[5.69(0.62~10.76)]、免疫学[5.55(1.43~
9.68)]、临床检验[8.35(5.81~10.88)]、血液学

·9782·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9年12月第40卷第23期 Int
 

J
 

Lab
 

Med,December
 

2019,Vol.40,No.23



[8.63(6.01~11.26)]以及实习教学[8.90(5.50~
12.29)]中的成绩,都是试验组(PBL组)优于对照组

(LBL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2。
2.3 问卷调查 如表3,本次分析共纳入10篇文献,
累积样本量1

 

127;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发现问卷调查

的合并结果认为,试验组(PBL组)在激发学习兴趣、
促进创新能力、强化师生合作交流、提高学习积极性、
激发高水平思维、明确重难点、应试教育下适用性、提
高自学能力、提高文献检索能力、提高表达沟通能力

和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方面都优于对照组(LBL
组),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试验组

(PBL组)对教学过程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LBL组),
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通过固定效

应模型,对随机效应模型的合并结果进行敏感性分

析,认为以下所有合并结果稳定可靠(95%CI 相互重

叠)。
图2  总分成绩差异 meta分析结果

表3  计数资料

问卷项目 文献数量
固定效应模型

RR及95%CI P

随机效应模型

RR及95%CI P

激发学习兴趣 6 1.88(1.70~2.07) 0.000 1.62(1.17~2.24) 0.004

促进创新能力 4 1.76(1.57~1.98) 0.000 1.56(1.19~2.05) 0.001

合理分配教学资源 2 1.47(1.30~1.66) 0.000 1.31(0.88~1.96) 0.187

强化师生合作交流 6 2.07(1.87~2.29) 0.000 1.85(1.40~2.45) 0.000

提高学习积极性 4 1.69(1.50~1.90) 0.000 1.43(1.03~1.97) 0.000

激发高水平思维 3 1.86(1.64~2.10) 0.000 1.73(1.22~2.46) 0.002

提升学习责任感 3 1.56(1.38~1.76) 0.000 1.30(0.80~2.11) 0.283

促进理论联系实践 3 1.82(1.62~2.06) 0.000 1.49(0.94~2.38) 0.092

学生明确重难点 3 1.34(1.21~1.49) 0.000 1.33(1.12~1.57) 0.001

应试教育下适用性 3 1.65(1.45~1.86) 0.000 1.64(1.00~2.68) 0.049

提高自学能力 3 2.08(1.09~3.96) 0.026 2.07(1.21~3.57) 0.008

提高文献检索能力 3 3.07(2.46~3.82) 0.000 2.25(1.00~5.04) 0.049

提高表达沟通能力 3 1.53(1.22~1.91) 0.000 1.43(1.00~2.03) 0.050

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6 1.61(1.44~1.80) 0.000 1.42(1.13~1.78) 0.003

教学满意度 7 1.19(1.09~1.31) 0.000 1.19(1.09~1.30) 0.000

图3  发表偏倚漏斗图

2.4 发表偏倚 通过Begg's检验与Egger's检验同

时对本次研究的主效应(总成绩)进行发表偏倚检测,
其结果还不能认为本次研究的纳入文献存在发表偏

倚(Z=1.04,t=-0.83,P>0.05);另外,从漏斗图

中可见,各统计量分布基本对称,见图3,即本次研究

中主效应的发表偏倚可以接受。

2.5 敏感性分析 如图4,通过逐一剔除法对主效应

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再次过程中可以看出,当剔除

文献[27]时合并结果的波动性变化稍大,但波动范围

可以接受(95%CI 重叠),因此可以认为本次研究主

效应合并结果基本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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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总成绩敏感性分析图

3 讨  论

  医学教育下的PBL教学模式常以医学案例为载

体,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使学生主动寻求和分析问题

的解决方案,从而掌握课程的基本知识点,同时建立

终身学习的能力[32]。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PBL教

学法是以小组学习为主要展开形式,实际临床问题的

知识引入,引发和激励学生主动协作地挖掘、分析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进 而 提 升 学 生 的 创 新 思 维

能力[33-34]。
现代临床检验是一门多学科、多技术融合的综合

性学科领域;LBL教学过程中往往暴露了较多问题,
包括学生热情度不高、知识更新程度有限以及实习操

作效果不佳等[35]。大多数文献报道认为,PBL教学

在临床检验教学中的优势和效果逐渐被受到认同,特
别是在操作技能提升与课堂教学满意度方面[35-36]。
但部分研究中也报道了PBL在临床检验中可能存在

的弊端,例如教学过程中可能存在知识点的缺失,或
是对知识点的自助学习时间较长等[37]。因此,有效的

PBL教学展开模式可能是临床检验教学过程中的影

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本次研究中,纳入文献的PBL教学组的教学模

式多样,包括PBL与LBL相结合的教学法、基于网络

的PBL教学法以及基于案例的PBL教学法等。从考

核成绩上看,PBL教学组的教学效果显著优于LBL
教学组,且排除了教学内容的差异。但部分文献中,
还不能两组教学模式之间的存在差异;例如林勇平]
等[21]的研究中,PBL教学组采用“PBL+PBL”的教学

方式,其结果为采用 PBL法教学的章节成绩优于

LBL教学组,而总体 成 绩 之 间 无 差 异。而 在 温 文

等[20]的研究中,则是PBL教学组则是采用基于网络

的PBL教学法,其结果显示PBL教学组的实际操作

成绩优于LBL组,但理论成绩却不如LBL组,总体成

绩无差异;这说明PBL教学法的在临床检验教学中

的适用性是由教学章节而定,其教学效果的体现可能

更加偏向于操作性较强的课程章节,这一观点与其他

领域的医学教育研究基本一致[38-39]。
从教学效果的问卷调查来看,PBL教学组在激发

学习兴趣、促进创新能力、强化师生合作交流等方面

都优于对照组,这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40]。合理

分配教学资源和提升学习责任感还存在一定争议,而
这两个方面与PBL教学法的组织形式与授课对象联

系密切。教学资源包括实现PBL教学的设施、师资以

及可用于查询的信息资源,是教学实施的基础条件,
同时如何合理分配教学资源与学生层次(自身接受程

度)也有很大关系;例如王翠华等人[6]的研究中,研究

对象为医学检验技术的高职学生,其通过网络和参考

书展开提前预习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限,这对师资配

备和教学准备都提出了一定挑战,所以他们认为PBL
法在教学资源合理分配上与 LBL组没有差异。因

此,根据教学对象层次的不同,及时调整教学资源的

分配模式,可能是提高学生学习责任感的重要保障,
也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

本次meta分析过程中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是对

异质性的控制,研究虽然采用了亚组分析和随机效应

模型,但纳入文献中研究设计过程中自身异质性无法

消除,例如教学资源分配、教学实施过程以及考核难

易程度等。另外,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结果普遍偏

低,大多数研究过程不重视科学地实施随机分配和分

配隐藏(教学研究难以设盲)。因此,建议后期相关研

究着重PBL教学设计的统一性和标准性,同时在研究

过程中注意提升研究质量。

4 结  论

  通过 meta分析对PBL教学法在国内临床检验

教学过程中的效果评价,发现此教学法在提升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能力以及学医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具有一

定优势;特别是针对实际操作较多的相关章节教学效

果的优势更为明显。另外,根据授课学生的层次水平

差异,应合理分配教学资源,制定出个性化的教学培

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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