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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微视频结合基于问题的教学（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在医学研究生科研能力培训中的效果。方法

于 2019年 10月至 2020年 12月将 80名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科研型医学研究生随机均分至实验组（微视频结合PBL教学）和

对照组（传统讲授式教学）进行为期 8次的课程培训。课程结束后，通过对比两组学生课堂出勤率，理论考试成绩，实验操作成

绩，课题设计书评比，以及通过调查问卷中的多个问题，评估学生对两种教学方式的主观反馈结果。结果 实验组学生课堂出

勤率为 100%（40/40），对照组为 97.5%（39/40），两组学生的课程出勤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理论考试成绩优于

对照组，（93.2±5.4）分比（82.5±10.5）分，P<0.05；实验组实验操作成绩优于对照组，（91.8±6.3）分比（83.9±9.5）分，P<0.05；课题设

计书评比结果显示实验组的优秀和良好比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2=160.0，P<0.05）；调查问卷显示两组学生对课程的重要性的认

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实验组对提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科研思维、创新和文献检索方面的认可度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对授课教师，课程内容设置，课程组织形式和课程的效果四方面的评价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微视频结合PBL教学较传统教学模式能显著提升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和

课题设计能力，值得进一步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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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cro-video combined with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in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Methods Eighty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First Clinical College of Wuhan Universi
ty from October 2019 to December 2020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micro-video combined with PBL teaching)
and a control group (traditional lecture-style teaching) for an 8-sessions course training. And then, the subjective feedback of students
on the two teaching methods were evaluated by classroom attendance rate, theoretical test scores, experimental operation scores, com
parison of project design, and questionnaire with multiple questions after the course.Results The class attendance rate of the experi
mental group was 100% (40/40),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97.5% (39/40).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class attendance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oretical test scores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93.2±5.4) vs.
(82.5±10.5), P<0.05, and similar result was obtained for experimental operation scores ,(91.8±6.3) vs. (83.9±9.5), P<0.05. The excel
lent and good ratios of project desig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χ2=160.0, P<0.05). Analysis of question
naire showed non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he cours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However, students' rec
ognition fro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for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autonomous learn
ing, independent thinking, problem solv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hinking, innovation, and literature retrieval (P<0.05). Students fro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satisfied with teacher, curriculum content setting, curriculum organization and effectiven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micro-video combined with PBL teach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eaching effects and students' ability for experimental operation and project design.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ap
plic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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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是提升个人创新能力和职业生命

力的重要阶段，医学研究生培养是国家未来医学人

才主力军和医学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柱［1］。对研究生

科学研究能力的训练是整个培养过程的核心环节，

特别是对于医学学术型研究生，其培养目标是培养

掌握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高水平学术研究和科研

创新能力的学术科研型医学专门人才，侧重培养的

是学术科研能力和科学实验能力，为未来医学科学

家的培养奠定基础［2］。因此，早期的科研能力培训

直接关系到研究选题和后期课题的开展情况，更加

关系到学生的科研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过去

课堂常采用“教师讲授实验理论-示教操作-学生分

组练习”的方式。传统模式下以教师授课和演示为

中心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则被动接受知识［3-5］。传

统教学模式形式单一，理论部分枯燥，容易导致学

生注意力不集中；在操作练习阶段学生则不能快速

准确的将理论与操作实践有机结合，因此探究新的

教学模式和培养方式意义重大［3-5］。

基于问题的教学（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学生为中心，围绕典型案例，

以小组讨论或合作的形式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从

而获取知识及锻炼能力的教学方式，此种教学模式

已经广泛应用于医学相关的教学中，并获得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3-4］。已有研究发现，PBL实验教学模式激发

了学生对生物学专业，生物化学等实验教学的兴趣，

提高了学生科研实验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增强了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综合素养［5-6］。微视频（micro-video）教

学是一种将医学影音资料应用于教学中的方法，它

具有声音、色彩等多要素，可灵活的将影像、声音、

图片等多种形式进行结合，在医学实践，技能教学

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7-9］。特别是在实验原

理的解析、设计方案导入和实验操作的动画演示方

面有着天然的教学优势［9］。本研究主要通过比较探

讨微视频结合 PBL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在医

学研究生科研能力培训中的教学效果，并讨论微视

频结合PBL教学模式的优缺点。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 2019年 10月至 2020年 12月将

80名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科研型医学研究生，根

据教学模式的不同，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均分至实验

组（微视频结合 PBL教学）和对照组（传统教师讲授

教学）进行课程培训。课程结束后完成测试、课题

设计并填写问卷调查。

1.2 研究设计 两组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课时相同，

总共 8次课程，每周 1次。将授课的基础理论知识

打印成册，提前发放给学生。对照组即传统教师讲

授教学组：课前交待学生提前预习发下去的讲义；

课中教师讲授理论知识，演示实验操作后将学生随

机分为五组，每组 8名同学进行练习。实验组即微

视频结合 PBL教学组，课前将 40名同学分为五组，

每组 8名同学，课前交待学生提前预习发下去的讲

义，教师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前沿最新发表

的高影响力的科研论文作为课题案例并提出若干

问题，同时提供论文相关的微视频学习资源；学生

自主研读文献和学习观看微视频，查阅文献资料，

对问题进行分析，并制作课件和微视频素材，在课

堂上由各组代表讲解交流；课中各小组学生就典型

课题案例进行讲解后，教师结合相关视频讲解关键

点和难点，对各组讲解的内容进行点评。

1.3 教学质量评估 每次课程两组同学均要签到

和签退，每次课程均签到且签退为出勤，签到或

签退缺一即定义为此次课程缺勤。记录 8次课

堂学生的出勤，评估学生的出勤率；课程结束后

有理论考试（满分 100），实验操作考试（满分

100）和课题设计书评比（以双盲的方式分发给在

岗硕士研究生导师评阅，并给出优秀，良好，合格

和不合格四个等级的评价）；通过调查问卷评估

学生对多个方面能力的提高的认可度（提高自主

学习能力，提高独立思考能力，提高分析解决问

题能力、提高科研思维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及提

高检索文献能力等）及对课程和带教老师的主观

满意度（此课程很有必要，对课程内容很满意、对

课程形式很满意，对课程效果很满意，以及对带

教老师很满意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期末考试成绩，操作考试成绩用 x̄ ± s表
示，采用 t检验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课堂出勤率，

课题设计书评比，以及调查问卷满意度用率（百分

比）表示，采用 χ 2 检验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课堂出勤率 实验组同学 40名同学均参加了

8次课程，出勤率为 100%，对照组有 1名同学缺席一

次课程，出勤率为 96.66%，两组出勤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2.2 期末考试成绩 两组同学期末考试成绩比较

显示，实验组成绩（93.2±5.4）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82.5±10.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操作考试成绩 两组同学操作考试成绩比较

显示，实验组成绩（91.8±6.3）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83.9±9.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课题设计书评比 实验组 62.5%（25/40）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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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被评为优秀，32.5%（13/40）的同学被评为良好，

5%（2/40）的同学被评为合格。而在对照组，被评为

优秀，良好和合格的比率分别为：37.5%（15/40），

42.5%（17/40）和 20%（8/40）。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 2=160.000，P<0.001）。

2.5 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课程结束后，两组同学对

调查问卷进行了无记名填写。共有调查问卷 80份。

在对自身多项能力的提高认可度方面，实验组中分

别有 95%、95%、90%、97.5%、95%、92.5%的同学同

意此课程提高了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科

研思维、创新和检索文献能力，远高于对照组的

67.5%、70%、60%、67.5%、67.5% 和 70%（均 P<
0.05）。在对课程的必要性认知方面，实验组和对照

组分别有 95%和 92.5%的同学认同此课程很有必

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课程形式和效

果的认可度上，实验组同学分别为 97.5%和 92.5%，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0%和 80%，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均P<0.05）。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教学模式下课程的出勤

率无显著差异，且两组学生对课程的必要性的认识

高度一致。然而在保证出勤率和课程必要性的前

提下，教学效果则呈现出显著差异，即微视频结合

PBL的教学模式显著提升医学研究生对医学实验研

究课程的满意度和学习效果。我们有理由认为微

视频结合PBL的教学模式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生物医药是变革创新最快的前沿学科［10］。然

而，这些最为前沿的方法技术通常不能以最快的速

度及时更新于传统的教学实验演示课堂中，这直接

导致学生对前沿知识的学习和接收的相对滞后［11］。

PBL教学结合微视频的教学方法可以显著改善这一

不足。PBL选用最前沿的文献案例，强调和突显实

验技术在具体的场景下的运用，能够更直观的促进

学生理解、记忆和融会贯通所学到的操作理论和操

作方法；再者，PBL教学模式下，学生首先对选出的

经典前沿论文进行分析并讲解，老师根据学生讲解

内容查缺补漏，进一步深化重点的同时，特别补充

强调学生易忽略和未掌握到的知识点，加深学生印

象；最后，在论文分析解读的过程中会激发和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相关知识，有助于增加知识涉猎边界

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PBL教学模式已成

为我国临床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发展趋势［4，12］。本

研究表明这一教学模式在科研能力培养和教学方

面同样适用。

微视频在学习实验技术方面有更多的优势［13］。

已有的研究表明人类接收图像信息的速度大约是

文字信息的 6倍［14］。学生在观看微视频时可通过视

觉和听觉同时接收和理解图像和文字信息，能显著

的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微视频在实验操作

展示方面有非常显著的优越性，通过微视频可以较

为细致的分解和讲述实验技术的操作流程和细微

步骤；可结合动画对实验技术的原理进行生动形象

的讲述，促使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枯燥抽象的实

验原理［15］。医学实验的操作性强，一些实验方法与

技术通常受到设备数量、操作空间等限制显著妨碍

教学与实习。比如笔者所在实验部门的小动物超

声、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等设备的数量有限，不能在

短时间内满足每一位学生进行充分的学习；再例如

小动物开胸后行胸主动脉缩窄术诱导心衰模型和

显微镜下注射等操作的观看视野有限，学生很难通

过传统视角掌握相关知识和操作方法。微视频的

教学方式则能很好的解决这一教学难点与盲点。

教师可提前制作相关视频供学生反复观看，也可以

查找国内外的网上视频资源库，选择和剪辑优秀视

频形成教学资源库，供学生反复学习使用［16-17］。最

后，微视频教学可以照顾到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际需

求。微视频可便于学生对实验原理和实验方法的

随时温习，能有效的避免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反复

讲授重点难点带来的“有的同学听厌烦了，有的同

表1 两种教学模式调查问卷主观反馈分析/例（%）
问题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独立思考能力

提高解决问题能力

提高科研思维能力

提高创新能力

提高检索文献能力

此课程很有必要

对课程内容很满意

对课程形式很满意

对课程效果很满意

对带教老师很满意

组别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非常

同意

20
30
20
33
18
29
17
31
19
28
18
28
33
35
17
25
25
35
26
36
19
35

同意

7
8
8
5
6
7
10
8
8
10
10
9
4
3
10
12
3
4
6
1
13
4

中立

10
2
7
2
12
4
12
1
7
2
8
3
3
2
10
3
10
1
3
3
5
1

反对

3
0
5
0
4
0
1
0
6
0
4
0
0
0
3
0
2
0
5
0
3
0

χ 2值

10.400

11.659

10.651

14.613

10.732

9.499

0.402

8.475

11.173

10.184

15.172

P值

0.015

0.009

0.014

0.002

0.013

0.037

0.818

0.037

0.011

0.017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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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没听明白”的尴尬［16-17］。可以更好提高教学效率，

提升教学效果。

PBL结合微视频的教学模式在让学生受益的同

时，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反过来促使

教师的不断学习进步。在这一模式下教师的身份

定位也发生相应的转变，从传统的讲授演示者转变

为组织引导和资源筛选共享者。在这一模式下，教

师也从传统实验报告批阅者转变成微视频编制和

导演者，要求指导学生用视频记录和串联实验操作

过程，促使实验现象和实验结果通过影音资料以清

晰、立体的方式展现出来。正是基于这些突出的教

学优势，微视频结合 PBL教学模式显著提高学生自

主学习、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科研思维、创新和检

索文献方面的能力；同时显著促进学生对带教老师

和课程的满意度。

PBL结合微视频教学模式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学生方面：①对于小组讨论的形式、组内的

分工和讨论，部分同学难以适从，不能积极参与合

作；②小组讨论的形式无法面面俱到评估每一个同

学的贡献大小；③小组讨论的形式可明显促进性格

开朗和表现欲强的学生的成长，却不利于性格内向

不习惯主动表现的学生的成长；④小组内的研究生

可能来自不同的细分学科，导致小组成员在文献选

择和感兴趣的方向上产生分歧。其次是教师方面：

①教学模式的改进，需要带教老师精心斟酌与制作

教学视频，需要教师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②新教

学模式对教师的知识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

师们更加全面快速的掌握前沿文献知识，更广泛的

涉猎和储备不同学科方向的知识。最后是视频教

学本身的局限：①微视频时间短，内容少，资源容量

较小的特点，有可能将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碎片

化；②微视频的制作难度较大，需要选好角度录制

呈现内容，同时要求匹配恰当的背景音乐，语音和

字幕解说，后期的剪辑加工也会耗费大量精力与

时间［18-19］。

针对 PBL结合微视频教学模式中存在问题，我

们提出如下对策。学生方面，在对学生分组和学生

组内分工讨论方面，选取小组长并尽量兼顾到每一

个同学，结合课时安排尽量保证每一位同学都有一

次主讲和领导小组的机会，以保证提高每一位同学

的参与度及团队协作能力。教师方面，增加相关代

课教师的数量和集体培训，分减教师的教学任务，

精简教师的教学内容。此外，建议将学生分成小班

授课，一个班 20名学生左右，每组 4人，这样在减轻

教师授课负担的同时，小班授课也会提高每一位同

学的参与度。最后，微视频的制作尽量以相对完整

的细分知识点来呈现，将不同的细分知识点组合在

一个完整的知识理论框架之下，同时给教学团队提

供经费支持，以配备专业的视频制作、调试和剪辑

的外部力量。

综上可知，微视频结合 PBL教学模式能有效提

高教学效果，提高研究生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并提升

学生对教学质量和带教教师的认可，值得进一步应

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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