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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指出，医学院校

培养的医护生应具有医学知识、临床技能、职业态

度、行为和职业态度等必须的基本素质［1］。教育者

们不断探索研究，对教育模式、方法、理论等进行了

深入改革，其中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也就应运而生。PBL 教学法，

是以学生为中心、问题为基础、探究式指导的方法

去引导学生通过团队合作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

教学法［2］。该方法现已广泛应用于护理临床及理论

教学［3］，教学形式主要包括非传统的教师课堂教授，

临床病例或问题的呈现以扩展以往知识，组间合作

及讨论等。为探讨 PBL 教学法的临床教学效果，

指导临床教学实践，本研究收集各数据库自建库到

2013 年 11 月 25 日相关学者采用 PBL 教学法与传

统教学法在护理临床教学中应用的随机对照研究，

通过 meta 分析，进一步求证 PBL 教学法的效果，现

将方法和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研究对象为普通全日制护理专业

本科生或专科生，在校期间或毕业前于临床医院实

习、见习。种族、年龄、性别不限；②分别采用 PBL 教

学法和传统教学法对试验组、对照组进行教学；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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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计量或计数的具有特异性效应指标，如考试成绩，

自学能力，评判性思维等。排除标准：①在校生或非

临床实习的护生；②试验组采用 PBL 教学法与其他

教学法相混合的教学模式；③结局数据不完整、缺失

较多、或不具有特异性效应指标。

1.2　检索策略

计 算 机 系 统 检 索 中 国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

（1994～2013 年）、万方数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

库（1989～2013 年）、PubMed、Proquest、Google schoolar

等数据资源，收集有关 PBL 教学法对比传统教学法

在护理临床实践教学中应用的随机对照试验。各数

据库的检索时间均为建库截至 2013 年 11 月。通过

多次与检索后确定的检索策略，关键词包括：“PBL”，

“基于问题的学习”，“问题式教学”，“护理”，“护生”，

“实习”，“见习”，“随机”。

1.3　文献筛选

由两名评价员按照纳入排除标准独立对初检文

献进行筛选，在排除明显无关和不符合纳入标准的

试验后，对剩余可能相关的文献进行全文分析，即全

文筛选。而后，两位评价员交叉核对所纳入的研究，

对有分歧的研究通过讨论或征求第三方意见的方式

解决。对于纳入文献信息报告不全或有怀疑者，可

通过练习作者予以补充。

1.4　质量评价

纳入文献的质量用 Cochrane 协作组的偏倚风

险评价工具进行评价，包括 6 个方面：①随机分配方

法；②分配方案隐藏；③对研究对象、治疗方案实施

者、研究结果测量者采用盲法；④结果数据的完整

性；⑤选择性报告研究结果；⑥其他偏倚来源。文献

质量评价情况，A 级表示该研究发生偏倚风险很低，

B 级表示该研究发生偏倚风险为中度，C 级表示该研

究有发生相关偏倚的高度风险。文献的质量评价由

两名研究者分别独立进行并交叉核对，如遇分歧通

过讨论或请第 3 名研究者参与讨论。

1.5　资料提取

由两名研究者独立用事先设计好的资料提取表

格纳入文献的资料进行提取。包括以下内容：纳入

研究的基本信息、研究方法和可能存在的偏倚、研究

对象的特征、干预措施、结局指标、研究结果及其他

需要收集的重要信息。

1.6　资料分析方法

采用 RevMan5.0 统计软件进行资料分析。二分

类资料采用相对危险度（RR）为合并统计量，计量资

料用均数差（MD）为合并统计量，各效应量均以 95%

可信区间（CI）表示。各纳入研究结果间的异质性

采用 χ2 检验，若 P＞0.1 和 I2＜50%，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分析；若 P＜0.1，I2＞50%，提示存在统计学

异质性，分析异质性来源，确定是否能采用随机效应

模型。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流程及结果

初检获取文献 686 篇。利用 NoteExpress 软件

查重功能去掉重复文献 57 篇，通过阅读题录和摘要

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和无关的文献 214 篇，故初筛

得到可能符合纳入标准的相关文献 415 篇。深入阅

读全文获取相关研究的详细资料，依据文献纳入、

排除标准，并按照设计全文筛选表格流程进行文献

筛选。排除不符合标准的文献 404 篇，最终纳入 11

篇［4-14］随机对照试验进行分析，检索流程及结果见

图 1。

检索相关数据库：n＝686
中 国 知 网（n ＝ 3 9 4），万 方 数 据

（n＝158），维普（n＝54），google 
scholar（n＝9），pubmed（n＝15），
proquest（n＝56） 查重（57）

不符合纳入标准（214）

试验类型不符（12）
研究对象不符（121）
干预措施混杂（122）

研究对象不符（43）
干预对照措施不符（40）
试验时间少于 2 w（9）
评价指标不符/ 简略（21）
随机方式可疑（36）

需要进一步评估的 RCTs：n＝415

纳入 meta 分析的 RCTs：n＝11

适合纳入 meta 分析的 RCTs：n＝160

图 1　文献检索流程

2.2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本研究最终纳入 11 篇随机对照研究进入本次

meta 分析，研究对象合计 1038 名，其中实验组 521

名，对照组 517 名。11 项研究的研究对象均为进入

临床实习的护理专业本科或大专护生；试验组干预

措施均为 PBL 教学法的单纯应用，对照组接受传统

教学法的干预；评价指标主要为理论考试成绩和操

作考试成绩等 8 项，针对 PBL 教学法对实习护生成

绩影响的文献有 11 篇，包括综合成绩、理论考试成

绩和操作考试成绩；针对 PBL 教学法对实习护生能

力培养的文献有 5 篇，包括学习态度、自学能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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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性思维、团队协作；针对 PBL 教学法对实习护生负

面影响的文献有 4 篇，包括增加学习负担一项。结

局指标主要集中在理论考试成绩和操作考试成绩两

项研究，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见表 1。

2.3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纳入 11 篇随机对照试验的文献中有 5 篇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2 篇采用分层随机方法，3 篇采用奇

偶数法 , 所有纳入研究均未提及盲法使用，但均具有

完整的结局报道，仅 1 项研究存在选择性结局报道

的风险，11 项研究中均无失访报道。质量评价结果

显示，纳入的 11 篇文献中，6 篇质量等级为 C 级，5

篇为 B 级。

表 1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 研究对象 实习科室
例数 干预措施

结局指标
方法学

质量（T/C） T C

公悦 2011［4］ 本科生、专科生 消化科 48/48 TBL 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②③ C 级

胡君娥 2005［5］ 本科生 临床各科 60/60 TBL 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②④⑥⑦⑧ B 级

蒋梅 2012［6］ 本科生、专科生 康复科 30/30 TBL 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① C 级

李丽蓉 2012［7］ 本科生 内科 33/33 TBL 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②③④⑤⑥⑦⑧ B 级

刘建华 2013［8］ 本科生 肝内科 70/70 TBL 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① C 级

刘玉珍 2010［9］ 本科生 耳鼻喉科 41/41 TBL 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①②③⑤⑥ C 级

毛孝蓉 2013［10］ 本科生 儿科 76/72 TBL 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②③④⑤⑥⑧ B 级

吴晓燕 2013［11］ 本科生、专科生 急诊科 50/50 TBL 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②③ B 级

闰华 2009［12］ 本科生 儿外科 60/60 TBL 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① C 级

章雪玲 2013［13］ 本科生、专科生 妇产科 33/33 TBL 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③④⑦⑧ C 级

张雅丽 2012［14］ 本科生、专科生 临床各科 20/20 TBL 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②③ B 级

①综合成绩，②理论成绩，③操作成绩，④学习态度，⑤自学能力，⑥评判性思维，⑦团队协作，⑧增加学习负担

图 2　P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对护生综合成绩影响的 meta 分析

图 3　P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对护生理论成绩影响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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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eta 分析结果

2.4.1　综合成绩　纳入 4 篇文献［6，8，9，12］调查了

PBL 教学法对实习护生综合成绩的影响，共 402

名，其中试验组、对照组各 201 名。由于各研究间

存在统计学异质性（χ2＝7.18，P＝0.07，I2＝58%），

故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meta 分析结果

显示，与传统教学法相比，PBL 教学法提高了护

生综合考试成绩［MD＝4.81，95%CI（3.42，6.20），

P＝0.00］，结果见图 2。

2.4.2　理论考试成绩　纳入 7 篇文献［4，5，7，9，10，11，14］

调查了 PBL 教学法对实习护生理论考试成绩的影

响，共 652 名，其中试验组 328 名，对照组 324 名。

由于各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χ2＝731.91，

P＝0.00，I2＝99%），故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

并。meta 分析结果显示，在护生理论考试成绩方

面，P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MD＝5.33，95%CI（-0.17，10.84），P＝0.06］，

结果见图 3。

2.4.3　操作考试成绩　纳入的 7 篇文献［4，7，9，10，11，13，14］

调查了 PBL 教学法对实习护生操作考试成绩影

响，共 598 名，其中试验组 301 名，对照组 297 名。

由于各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χ2＝185.75，

P＝0.00，I2＝97%），故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合并。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传统教学法相比，

PBL 教学法提高了护生操作考试成绩［MD＝5.57，

95%CI（2.95，8.19），P＝0.00］，结果见图 4。

2.4.4　学习兴趣　纳入 4 篇文献［5，7，10，13］调查了

PBL 教学法对实习护生学习兴趣提升的作用，共

400 名，其中试验组 202 名，病例组 198 名。由于

各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χ2＝94.16，P＝0.00，

I2＝97%），故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meta

分析结果显示，P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RR＝2.76，95%CI（0.98，7.78），

P＝0.00］，结果见图 5。

2.4.5　自学能力　纳入 3 篇文献［7，9-10］调查了

PBL 教学法对实习护生自学能力的影响，共 296

图 4　P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对护生操作成绩的 meta 分析

图 5　P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对护生学习态度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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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P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对护生自学能力的 meta 分析

图 7　P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对护生评判性思维的 meta 分析

图 8　P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对护生团队合作能力的 meta 分析

图 9　P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对护生学习负担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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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中试验组 150 名，对照组 146 名。由于各

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χ2＝22.89，P＝0.00，

I2＝91%），故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传统教学法相比，PBL 教学法

可以提高护生自学能力［RR＝1.97，95%CI（1.08，

3.61），P＝0.03］，结果见图 6。

2.4.6　评判性思维能力　纳入 4 篇文献［5，7，9-10］

调查了 PBL 教学法对实习护生评判性思维的影

响，共 416 名，其中试验组 210 名，对照组 206 名。

由于各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χ2＝147.18，

P＝0.00，I2＝98%），故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

并。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传统教学法相比，PBL

教学法可以提高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RR＝3.50，

95%CI（1.08，11.31），P＝0.04］，结果见图 7。

2.4.7　团队协作能力　纳入 3 篇文献［5，7，13］调查

了 PBL 教学法对实习护生团队协作能力的影响，

共 252 名，其中试验组、对照组各 126 名。由于各

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χ2＝49.10，P＝0.00，

I2＝96%），故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meta

分析结果显示，P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11.44，95%CI（0.30，

473.99），P＝0.19］，结果见图 8。

2.4.8　学习负担   纳入 4 篇文献［5，7，10，13］调查了 PBL 教

学法对实习护生学习负担的影响，共 400 名，其中试验

组 202 名，对照组 198 名。由于各研究间存在统计学

异质性（χ2＝21.33，P＝0.00，I2＝86%），故选用随机效

应模型进行合并。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传统教学法

相比，PBL 教学法增加了护生的学习负担［RR＝4.64，

95%CI（1.99，10.77），P＝0.00］，结果见图 9。

3　讨论

3.1　PBL 教学法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本研究对 PBL 教学法在护理实践教学中应用

效果进行了 meta 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传统带教

方法，PBL 教学法有利于提高护生综合能力、操作技

能，自学能力及评判性思维能力，但在一定程度上

加重了学习负担，在理论成绩、学习兴趣及团队协

作能力方面无显著效果。本研究结果与李江、王振

元［15-16］等人的结果相一致。

PBL 教学法在临床带教中以患者的问题为引导，

护生自学讨论为主体，教师为主导［4］，较传统教学方

法而言，不仅重视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培养，更涵盖了

护理工作中的程序思维，以护生为中心进行探索式、

启发式教学为核心，以培养护生自学能力和独立解决

问题能力为重点［7］。PBL 教学法改变了以往护生处于

被动学习的局面［17］，强调护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发现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调动护生积极性和创造性。

陈亚梅［18］等研究结果显示，PBL 教学法对于提高护生

自主学习能力有正向作用。另外，带教老师以“旁观

者”的身份出现，较好地发挥了护生的参与性［19］；教师

选定的临床问题往往更具有代表性，学习过程中能够

引导护生深入到问题实质［20］，帮助护生日后将课堂知

识有效迁移到实际临床工作中，故 PBL 教学法是培养

护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临床操作技能的最佳

途径之一［4］。PBL 教学法通过既定的学习问题促使护

生去寻找资料、独立思考，并对所得信息进行评判性

评价，做出合理取舍后应用获得的知识去合理地分析

和解决问题［21］，减少了对教师的依赖性和盲从性，有

利于评判性思维的形成［22］。PBL 教学法始终围绕患

者的病程进行讨论分析，综合分析了患者心理、社会

背景，使护生建立了患者为中心的整体观［7］。护理是

一门实用科学，故在教学中也应广泛涉及医患关系、

医学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6］。

不足之处体现在：对带教教师要求高，在该教学

过程中，带教教师作为设计实施者，问题的设计要兼

顾实习大纲和工作热难点，既要有一定难度，又要是

护生力所能及的，并且在教学中适时适度启发、引导

护生，控制讨论节奏，最后总结点评的过程也要求教

师掌握多方面知识［5］；教学如重难点不明确，不利于护

生全面掌握知识［23］；对客观学习条件要求高，如医院

需提供全面的文献检索资源、图书馆等信息资源；临

床病例选择难度大，难以与教材内容紧密贴合［3］。另

外由于大部分护生长期接受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模

式，而 PBL 教学法对于护生检索文献等能力要求较

高，护生难以快速适应自己花不少时间寻求答案的

新形式，学习节奏慢，占用业余时间多，学习负担增

加［10，24-25］。另外，PBL 教学法在提高护生理论学习、培

养学习兴趣及协作能力方面是否有效果，目前证据仍

然不足，需要未来更多的实践和研究进一步验证。

3.2　纳入研究质量评价

本研究纳入了 11 篇文献，其中 6 篇方法学质量

等级为 C 级。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随机分组：10 篇

文章详细报告了随机分组方法，如随机数字表法、分

层随机、奇偶数随机法，但仍有 1 篇文章中只提及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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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二字，具体实施方法不详，存在偏倚风险；②盲法：

本研究中纳入文献难以对实施者和研究对象施盲，

故只能对结局评价者施盲以控制研究质量。但纳入

研究中均未提及评价者盲法，故存在测量偏倚风险；

③纳入研究中尚缺乏对带教教师 PBL 教学能力和临

床工作经验、水平的统一评价，故而在实施者方面可

能存在较大差异。

3.3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的合并结果能够说明 PBL 教学法对于

护生临床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①本研究只纳入了中英两种语言，且经严格评

价后未纳入外文文献，有一定局限性；②数据异质性

过大：在进行数据合并时发现各研究间异质性过大，

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降低了检验效能。

异质性过大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各研究中在进行

理论考试时所使用试卷有差异，试卷评价存在主观

性；根据各研究中的详细报道可以看出，PBL 教学法

的具体实施方面存在差异；各研究中的评价指标各

异，例如仅成绩一项，就存在等级评分、平均值、二分

类数值等多种形式，给数据分析带来难度。建议在

纳入研究之前最好做出规定，尽可能降低纳入研究

的异质性，以提高论证强度。

4　小结及启示

PBL 教学法强调以问题为中心，护生采用自主

学习方式，掌握“问题”相关知识和信息，从而培养和

提高解决问题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9］。本研究显示，

PBL 教学法对比传统教学法能够提高临床实习护生

考试成绩、临床能力及临床思维能力。

期望未来的研究不断完善随机方法，增长观察

时间，扩大样本量以增强论证强度，规范统一有效的

评价标准，为效果评价提供依据。由于本研究对纳

入文献质量并不高，需要验证 PBL 教学法的优越性

仍期待更多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设计和实践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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