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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课程模式 



导言，基本规则 

（PBL简介）  

“认识病人” 

 

解决问题 
掌握基于临床病例中的基础学科知识 

 

评估和反馈 

(自己、同学、导师和小组) 

反复讨论案例过程 

PBL指导课的结构和过程 



导言和基本规则 

• 国际化教学理念 
 

• PBL发展过程 
 

• PBL目的意义 
 

• PBL课程模式 
 

• PBL评估方式 



案例讨论 

• 通常每个案例通过3次指导课完成。 
 

• 第一次指导课的目标是形成一种探究的气氛。当案例给出时，学生必
须确定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提出“学习问题(learning issues)”。
生成的学习问题应该反映案例的学习目标，然后促使学生在课外进行
以自我为主导的学习。 
 

• 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指导课面临的挑战是让学生把他们查阅或研究得来
的信息整合到相关的案例中去，并保证对问题的理解达到一定的深度。
学生需要批判性地看待讨论中呈现的信息以及获取这些信息的来源。 
 

• 理想状态下，3次指导课结束时所有的学习目标都应该完成。为此教
师需要加以引导以调整讨论进度。最后一次指导课需检查是否还有未
达到的学习目标，同时对小组和案例的讨论情况进行反思。 



自我介绍 

• 认识 

 

• 了解 

 

• 沟通 



制定条例 

• 准时开始 
 

• 一个中心 
 

• 资料准备 
 

• 讲解脱稿 
 

• 分享食品 

 



探究过程  
• 阅读案例 

• 列出要点 

• 提出问题 

  (Problems) 

• 假设原因 

• 学习要点 

  （Learning Issues） 

• 收集信息 

• 验证假设 

• 描述机制 

• 掌握知识 



探究过程 



案例总结 



评估和反馈 

• 学生自我评价 
 

• 小组成员互评 
 

• 学生评价导师 
 

• 导师评价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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