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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教学法在口腔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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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 PBL 教学法在口腔教学中的实践与应用。方法 选取 2023 年 3 月——2023 年 12 月于该院实习的 60 名

医学生作为研究样本。以时间段进行分组，在前五个月的时期，将学生纳入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在后

五个月的时期，将学生纳入观察组，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BL）教学法进行教学。对两组学员的理论考试和实际考

试成绩进行对比，并对其教学结束后运用临床知识的能力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观察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实践考核成绩

合临床知识应用能力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PBL 教学法在口腔医学教育领域的运用展现出显著的教学成效。

该方法能显著提升学生在理论及实践方面的考核成绩，同时增强他们在临床知识应用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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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口腔健康。

沈香兰对南京市老年人口腔健康需求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其对口腔疾病预防的需求高达 97.28%、对日常保健需求为

90.53%[1]。口腔预防及保健需求的庞大使得口腔临床治疗患

者人数持续攀升。然而，在口腔临床治疗领域，医师的专业

水平却呈现出不一的现象。口腔临床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

业，临床医生不但要有较好的理论基础，而且要有较高的实

际操作能力。治疗时口腔医生需要运用各种专业的工具和设

备，如牙科钻、洁牙器、光固化机等，来进行各种治疗操作。

这些操作不仅要求医生具备熟练的技巧，更要求医生在操作

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专注和耐心，以确保治疗的准确性和

安全性。此外，口腔临床还需要医生具备丰富的跨学科知识。

因此，需要口腔医务人员需要具备更强的专业素质。 在口

腔医学专业学生的实习阶段，提升其临床知识与技能将有助

于显著增强其专业素养，为我国医疗行业培育出卓越的人才
[2]。在临床口腔实习过程中，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依赖于观

察带教老师的操作及聆听其操作过程中的讲解。此类教学方

法使得实际操作锻炼机会有限，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不能很

好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有必要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调整

教学模式。PBL 是基于问题的教学方法，在临床科室中具有

广泛地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果 [3]。

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在口腔教学中采用 PBL 教学法

具体的教学效果，以提高我国口腔医师的专业素养，从而提

高口腔疾病的治疗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3 月——2023 年 12 月于该院实习的 60 名

医学生作为研究样本。以时间段进行分组，前 5 个月的实习

学生为对照组（30 例），在教学中用常规的教学方法，其

中男性 12 名，女性 18 名，年龄分布范围为 18 岁 ~33 岁，

平均年龄为（23.55±3.01）岁，教育背景方面，本科毕业生

有 20 名，大专毕业生有 10 名；其中男性 14 名，女性 16 名，

年龄跨度从 19 岁 ~32 岁，平均年龄为（22.61±3.52）岁，

包含本科生 18 名及大专生 12 名。组内成员的一般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以教师为中

心，严格遵循教学大纲，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在此基础上，

教师要结合所学的知识，认真地做好备课。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负责讲解教学内容，针对学生提出的疑问，要耐心解答。

对于重点和难点部分，带教老师可以多次重复讲解，确保学

生充分理解和掌握。

  观察组在教学时采取 PBL 教学法。带教老师依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带教大纲的制定，确保教学内容既

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又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素

养。在遵循大纲的基础上，对病因、临床表现、诊断准则、

发病因素以及影像学特征等方面进行全面地学习，并选择代

表性比较强的案例施以系统性的总结。带教老师依据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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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况提出针对性的口腔科学问题，并让学生进行小组分

组合作解答问题。小组成员积极搜集口腔相关领域的资料，

并对实例进行深入探讨。在运用自身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不断进行观点的交流与修正。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

根据学生在口腔科学方面存在的问题给予适当的指导，将可

利用的资源和每一个同学的优点相结合，寻求解决口腔科学

问题的策略。最终，带教老师将进行概括和补充，并通过幻

灯片、视频等手段解答学生在口腔治疗方面的疑虑。通过指

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使他们全面掌握口腔治疗的具体操作

流程以及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措施。在实习结束的最后进行

理论与实践考核，并由相关老师评价其临床知识应用效果。

1.3 观察指标及判断标准

（1）观察两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与实践考核成绩。

理论与实践考核成绩均由 3 名老师打分，取平均分，总分

100 分，两方面各占 50 分。

（2）观察两组学生带教结束后的临床知识应用能力，

包括临床思维能力、临床专业技能应用能力以及医患沟通能

力。总分 90 分，各方面分别为 30 分，由教学结束后临床老

师进行打分，分值与临床知识应用能力呈正相关。

1.4 统计学分析

SPSS 26.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运用 t 检验进行不同组

间的对比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通过 c2 检验来比较各组之间的差异。在本

研究中，如果 P ＜ 0.05，则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理论与实践考核成绩的对比

观察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为（48.21 ± 5.36）分、实

践考核成绩为（47.16 ± 5.42），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

表 1 两组学生的理论与实践考核成绩对比（`x ± s ）

组别 例数 理论成绩得分
（分）

实践成绩得分
（分） 总得分（分）

对照组 30 40.46 ± 5.78 40.36 ± 5.11 82.34±5.54
观察组 30 48.21 ± 5.36 47.16 ± 5.42 95.15±5.32

P 值 0.017 0.024 0.001
t 值 11.239 8.341 8.711

2.2 两组学生教学结束后的知识应用能力

观察组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临床专业技能应用能力

以及医患沟通能力均高于对照组（P ＜ 0.05）。

表 2 知识应用能力比较（`x ± s ）

组别 例数 临床思维能力
（分）

临床专业技能应用能力
（分）

医患沟通能力
（分）

对照组 30 23.71 ± 3.38 21.63±3.82 22.74±3.14
观察组 30 28.46 ± 3.25 27.46±3.05 28.45±3.02

P 值 0.042 0.041 0.011
t 值 6.007 8.224 7.351

3 讨论

在全科医学领域，口腔科学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它与临床各学科紧密相连。多种全身性疾病可能对口腔健康

造成影响，同时，口腔疾病同样可能对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

带来不利影响 [4]。因此临床口腔医生的专业能力关乎着患者

的治疗效果。因此，在实习过程中，就应尽早采用优质的教

学模式，以提升教学成果和自身能力。本次研究显示观察组

学生的理论与实践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且临床思维能力、

临床专业技能应用能力以及医患沟通能力均高于对照组（P

＜ 0.05）。这提示 PBL 教学方法对口腔临床教学具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PBL 教学法立足于学生视角，将其置于实质性

的、真实的问题情境之中，激发学生思考，并指导学生通过

团队合作解决面临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学生需搜集资料、

梳理所学知识、寻求解决方案、进行讨论等，推动学生持续

思考，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培养其自主学习的优良习惯，从

而提高口腔科学的学习成效。因此，在本研究中学生的各项

成绩得到显著地提高。

综上所述，PBL 教学方法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理论和实

际考试成绩，同时也能增强他们的临床应用能力，具有一定

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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