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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PBL教学法
对我国基础医学教育的借鉴与思考

孙 英，张须龙，温铭杰，李 蕴，陈 彦，赵文明，王 炜 *

（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 100069）

摘 要：随着 PBL教学法在我国各医学院校的实施，我们已得到一些经验，也发现一些问题。 本文展示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生
物和生物化学课程 PBL教学实例及特点，以期对我国基础医学教育提供一定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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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问题为导向（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法是一
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通过小组协作方式分析复杂问题，
学习问题所涉及的专业知识， 从而达到锻炼学生解决问题能
力、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等多方面目的。 教师在 PBL教学中的作
用是支持学生学习、指导和监控学习过程，同时教师必须要帮
助学生建立自信心，鼓励学生并促进其对知识的理解[1]。

PBL 教学法由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 Barrows 教授首
创，在美英等国顶级医学院校开展多年，在学生培养中的作用
得到广泛认可。 PBL教学法可锻炼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如文献
检索、逻辑推理、归纳总结、口头表达、文字书写，从而使学生获
得终身学习技能。 鉴于此，我国各医学院校也逐步开展了 PBL
教学，在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2]。
然而，目前在各医学院校基础医学教学中全面推广 PBL教

学法还存在一定困难， 笔者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执教多年，对
其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开展 PBL教学有一定理解和经验，兹分
享如下。
1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PBL教学安排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 PBL 教学通常为小组上课， 每组
10～14名学生，配备 1名教师，讨论时间为 1~2小时，教师和学
生分别拥有不同的课程资料。 以生物和生物化学课程为例，该
课程一般安排在第一学年，上课总人数为 120人左右，课程教
学分大班授课和小班授课（PBL 教学），共 50 学时，其中执行

PBL教学的课程占总学时的 1/3左右。 PBL教学部分包括 7章
内容，分别是细胞结构与功能、pH值与缓冲液、膜结构与膜运
输、糖代谢、脂代谢、信号传导机制、蛋白合成和抗生素。 由于课
程属于基础医学教育内容，因此所设计的问题偏重于基础理论
讨论，并穿插一些较为简单的临床病例，此种设计与目前我国
较为流行的案例式（病例式）教学颇为不同。
2 PBL教学实例
本文仅以生物和生物化学课程“膜结构与膜运输”为例，说

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 PBL教学形式。这一章学习前教师和学
生拿到各自的教学资料，其中学生的资料共有 17个问题，教师
的资料除问题以外还备有简要提示答案。 学生在开学初就可通
过网络课程获得教学资料，提前自学教材并查阅相关文献。 在
PBL课堂上由教师主导进行问题讨论，并根据学生综合表现予
以分数评定，但以学生能够获得正确的知识为终极目的。
“膜结构与膜运输”的 17个问题为：
（1）列举生物膜的四种功能。
（2）列举细胞膜三种不同的生物化学组成。
（3）图解磷脂分子和甘油三酯的结构组成。
（4）上述两种脂类分子的物理特性是什么？ 磷脂分子的什

么物理和化学特点使它们聚集形成膜脂质双分子层或囊泡？
（5）绘制典型的浆膜“流动镶嵌模型”并进行标识，确切说

明细胞膜内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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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说明什么是“横向分子运动”和“翻转运动”。
（7）试举三例说明依赖膜流动特性的膜生物学功能。
（8）试说明多不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如何影响膜流动性，

这些分子的主要食物来源是什么？
（9）来自亲水性球蛋白的膜相关蛋白表现出不同的折叠方

式，试解释多数膜蛋白都包含α-螺旋结构常用序列的意义。
（10）试举例说明跨膜蛋白和胞膜内蛋白以及它们的功能。
（11）如何用实验区分胞膜外蛋白，跨膜蛋白和胞膜内蛋

白？
（12）列举可以穿过细胞膜而无需载体蛋白的四种物质。
（13）列举四种依赖于特殊的载体蛋白才能穿过细胞膜的

重要生物学物质。
（14）如何区别“初级主动转运”和“次级主动转运”过程，试

给出明确的例子。
（15）葡萄糖在不同的组织是由许多不同过程进行跨膜转

运的，GLUT-2转运蛋白在肝脏和胰腺的生理学重要性是什么？
GLUT-4转运蛋白在肌肉和脂肪组织的生理学重要性是什么？
（16）参照转运系统知识，试解释使用葡萄糖 /电解质替代

治疗霍乱的生化原理。
（17）有没有其他现成的和廉价的家用或烹饪产品与上述

方法相似，对霍乱的治疗有效？
从上述问题的设置可以看出，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PBL教学

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以学生自学为主，全面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该特点与国

外人才培养的一贯理念和方式一致。 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学生必
须利用课后时间查阅大量书籍和文献，掌握一定知识才能回答
上述问题，因此极好地锻炼了其文献检索、归纳总结能力。
（2）根据学生知识水平设置相应问题。 该门课程教学对象

是在国王学院进行医学学习的一年级学生，之前已经学习过简
单的生物学及生物化学（高中阶段）知识，同时在学的大学课程
还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生物数学、医用统计学等。 因此，问题设
置要符合学生知识结构与水平，同时又有一定延展性，使其在
知识获取中有所突破。
（3）问题设计以理论为核心，突出知识的融合性。 由于国内

外医学课程设置不同，国王学院生物和生物化学课程是一门融
合课程，内容涵盖我国的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等。 因此在
PBL教学中，可以通过问题设置使学生将知识有机联系起来，以
理论知识掌握为主，要求学生对这些问题有较好的理解和记忆。
（4）问题突出了基础医学的特点，即以学习和掌握“生物学

功能”为目的，为学生今后临床医学知识的学习打下牢固基础。
（5）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知识的实用性。 此种问题设置使得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能掌握理论知识，还能学习实验技术以
及基本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了解临床治疗原理，同时联系日
常生活，增加问题的趣味性。

从上述“膜结构与膜运输”的 17个问题中我们可以得出，
对任何一门课程， 实践 PBL教学法必须以课程特点为基础，知
识掌握为核心，提升学生能力为目的，才能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3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PBL教学法对我国基础医学教育的借鉴
作用

3.1 课程体系改革
国外医学院校课程体系与我国颇有不同，目前我们面临着

改革现有医学教育课程体系的困境。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大多
数医学院校沿用苏联课程体系，该体系存在一些弊端。 如果能
将以“学科为中心”课程体系变为“以器官为中心”课程体系，在
理论和实践教学中强调课程融合，剔除各学科之间重复与陈旧
内容，缩减学时，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培养创新意识和实
践能力，必将大幅度提升我国医学生综合素质[3]。
3.2 思想体系建设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敛”“中庸”等特征对整个教育体系

影响颇深，使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习过程都呈现被动式吸收
特点，同时自主学习能力较差，缺乏批判性学习精神，整体创新
能力较差。 因此，在医学院校推行 PBL教学法的同时要注重对
教师和学生思想的引领，使其主动融入教学改革。
3.3 教学条件建设

PBL教学对教学环境要求较高， 比如需要配备 PBL教室、
一定的网络环境、动态更新网络课程等，特别是以大班授课为
主的基础医学教学，开展 PBL教学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必须在
教师、教材、辅导材料、课程设计、网络设备、教室等方面做好充
分准备[4]。
3.4 教学法服务于教学目标

PBL教学法自创建以来已历经近 60年， 但在我国还处于
探索阶段。 近年来，各医学院校开展 PBL教学往往与案例式教
学或病例式教学相混，特别是在基础医学教学阶段，常采用病
例式教学方式，这无疑增加了学生学习难度。 事实上，从英国国
王学院的教学案例可知，PBL教学法是传统教学模式的有益补
充，既适用于基础医学学习阶段的学生，也适用于临床学习阶
段的学生，关键在于如何“以问题为导向”。 只要问题设置合理，
体现教学大纲中应掌握的知识，适当增加问题的融合性、延展
性和趣味性，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 PBL教学也会为学生接受。
3.5 教学评价
成绩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较为看重的，医学院校学生

往往花费很大精力通过背诵等方式获得较好成绩。 PBL教学法
注重对学生的形成性评价，对各方面能力进行评价，从而对其
学习成长给予更多帮助。 因此，改革现有评价体系，还需要摸索
和努力。
总之，PBL教学法的推广已在各医学院校展开， 本文通过

介绍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PBL教学实例，希望对我国基础医学教
育提供一定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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