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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联合“CBL+PBL+TBL”多模式教学法 

在医学影像专业中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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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初步探讨课程思政联合“CBL+PBL+TBL”多模式教学法在医学影像专业中的价值。方法 以上海健康

医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合作办学的 2021 级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以消化系统疾病

影像学诊断教学为授课试点，课时 12 学时，采用课程思政联合“CBL+PBL+TBL”多模式教学法。教学效果通过成绩考核、

问卷调查及满意度调查等进行评估。结果　平时成绩为（99.39±2.423）分，理论考核成绩为（94.39±2.120）分，自我导向

学习能力评定量表评分为（253.50±34.898）分，教学模式评价为（45.20±9.657）分，满意度为 96%。结论 课程思政联合

“CBL+PBL+TBL”多模式教学法能有效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教学效果得到了广大学生的认可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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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the integrat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with “CBL+ 
PBL+TBL” multimodal teaching in medical imaging majors. Methods　The 2021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medical 
imaging technology, jointly operated by Shanghai Health Medical College and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teaching of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 imaging diagnosis was piloted with 12 class hours. And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ombined 
with the “CBL+PBL+TBL” multimodal teaching method was adopted.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was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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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医学影像专业作为临床医学的一个分支，有

其自身的特点。它是一门交叉学科，将医学影像

技术、医学影像诊断、介入治疗及人工智能等前

沿技术结合起来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为临床

精准医学、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订及疗效评

估等提供客观依据 [1]。目前，医学影像专业教育大

多采用传统讲授式教学（Lecture-Based Learning，
LBL），这种教学模式采用了灌输式教学方法，主

要强调教师教授理论，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死

记硬背知识点的状态，以考试结果作为最终评价

手段，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深度和广度往往不尽

如人意 [2]。近年来，基于案例的学习（Case-Based 
Learning，CBL）、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和基于团队的学习（Team-Based 
Learning，TBL）等多种教学模式逐渐盛行，并运

用于医学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以弥补 LBL 的不 
足 [3]。本研究旨在应用课程思政联合“CBL+PBL+ 
TBL”多模式教学法进行授课，通过成绩考核、教

学效果评价及学生满意度调查对该教学法进行评

估，以期有效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及教学满意度等。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上海健康医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合作办学的 2021 级医学影像技术专

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共计 33 人。以消化系统疾

病影像学诊断教学为授课试点，课时 12 学时，采

用课程思政联合“CBL+PBL+TBL”多模式教学法

进行教学。

1.2 教学方法

“CBL+PBL+TBL”多模式教学法是一种以临

床经典案例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团队协作为

途径、以学生为中心的情景式教学模式。在这种模

式下，教师围绕临床案例设计相关问题，倡导学生

团队围绕案例和问题，课下对相关问题进行知识查

阅，小组组员密切进行团队协作以解决问题，课上

学生进行归纳汇报、探讨，教师解答问题 [3]。举例

说明，教师以一名真实的肝细胞癌患者为例，围绕

肝细胞癌的临床病史、影像学检查、影像诊断及鉴

别诊断、治疗、病理等方面设计相关问题。例如，

在患者目前的临床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检查中，哪

些阳性表现具有疾病提示意义？若临床医生怀疑患

者肝脏有病变，你推荐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是什么？

从目前患者的影像学检查中，你发现了哪些影像学

表现？可能的影像学诊断是什么？影像学诊断包括

哪些内容？鉴别要点是什么？若影像学诊断结果高

度提示该病例为肝细胞癌，那么肝细胞癌的影像学

分型、分级及 TNM 分期是什么？该患者适合的治

疗手段是什么？若经过手术治疗，其病理结果是什

么？后续治疗原则是什么？该病预后如何？等等。

教师围绕肝细胞癌病例设定一系列相关问题，将学

生随机划分为几个小组，课下小组成员分工协作进

行信息讨论和汇总，课堂上每个小组安排一人汇报，

其他成员补充，最后教师纠正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不

足，给出问题的参考答案。为进一步激发学生的主

体责任感和使命感，“CBL+PBL+TBL”教学模式

还需要融入思政元素。课程思政的融入可以增加课

程的趣味性，缓解紧张的学习氛围，拓展课程的深

度与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自豪感和专业学

through performance assessment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satisfaction surveys. Results The daily score was 
(99.39±2.423) points, the theoretical assessment score was (94.39±2.120) points, the self-rating scale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ssessment scale score was (253.50±34.898) points, the teaching mode evaluation was (45.20±9.657) points, 
and the satisfaction rate was 96%. Conclusion The method of integrat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with 
“CBL+PBL+TBL” multimodal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mobiliz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teamwork ability,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affirmed by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Key word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ase-Based Learning (C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Team-Based Learning (TBL); Medical Imaging Diagnosis; Medical Imag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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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兴趣，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修养和医学人文素养。

例如，从医学影像技术的角度，列举国产 X 线机、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设备、磁共振成像设备等高精

尖大型医疗设备，彰显民族企业的创造力和大国制

造的创新精神，培养民族自豪感 [4]。

1.3 考核方法

考核方法分为平时考核和理论成绩考核。平时

考核包括出勤率、课堂纪律、课堂表现力、主动发

言和提问、做好课堂准备 5 个方面，每个方面 20 分，

共计 100 分。理论考核包括 5 个问答题，主要涉及

消化系统各个部位的常见病，多发病的影像学检查

方法、影像学表现、影像学诊断及鉴别诊断等方面，

每个问答题 20 分，共计 100 分。

1.4 教学效果评价方法

采用中文版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评定量表（Self-
Rating Scale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SRSSDL）

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SRSSDL 为自评量表，总分

为 300 分，得分越高，代表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能

力越强。SRSSDL 包括学习意识、学习行为、学习

策略、学习评价及人际关系技能 5 个维度（每个维

度包含 12 个条目）。该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

包括“从不”“很少”“有时”“经常”“一直”，

分别计 1 ～ 5 分，所有条目均为正向计分 [5]。教学

模式评价分为 5 项，包括教学模式认可度（10 分）、

主动学习能力（10 分）、影像阅片能力（10 分）、

影像分析思维能力（10分）、沟通协作能力（10分），

共计 50 分。教学满意度 1 ～ 5 分，对应“极不满

意”“不太满意”“一般满意”“比较满意”“非

常满意”。满意度 =（非常满意人数 + 比较满意人

数 + 一般满意人数）/ 总人数 ×100%。采用不记名

问卷调查学生对该教学模式的反馈。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IBM SPSS 19.0 统计分析软件对考核成绩

和教学效果评价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平均数 ± 标

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

2 结果

2.1 考核成绩

参加考试的学生有 33 名，平时成绩为（99.39±  
2.423）分，理论考核成绩为（94.39±2.120）分。

2.2 教学效果评价

本研究共收到 20 份有效 SRSSDL、25 份教学

模式评价和满意度调查有效问卷。SRSSDL 得分为

（253.50±34.898）分。教学模式评价评分为（45.20±  
9.657）分，具体各评价维度平均分如表 1 所示。教

学满意度评分为（4.52±0.963）分，具体数据如表

2 所示，满意度百分比为 96%。

表 1 教学模式评价 
Tab.1　Evaluation of teaching model

教学模式
认可度

主动学习
能力

影像阅片
能力

影像分析
思维能力

沟通协作
能力

平均数 8.84 9.04 9.12 8.96 9.24

标准差 2.285 2.150 1.856 2.031 1.615

表 2 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 
Tab.2　Survey results on teaching satisfaction

满意度 共计 / 例 比例

非常满意 18 72%

比较满意 4 16%

一般满意 2 8%

不太满意 0 0%

极不满意 1 4%

3 讨论

LBL 教学法的教学过程比较枯燥，很难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忽略了学生必须掌

握的临床技能、沟通技巧和应对能力，难以落实立

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和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为

了弥补 LBL 教学法的不足，CBL、PBL 和 TBL 等

新的教学法层出不穷，旨在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和综合素质。CBL 教学法以临床典型病例为

先导，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通过案例分

析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严谨的逻辑思维能 
力 [6]。PBL 教学法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主体，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自我学习、研究、讨论

和小规模的协作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独立学习、归

纳和综合思考的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7]。TBL 是一

种以团队协作为基础、教师引导与学生讨论相结合

的教学方法 [8]。CBL、PBL 和 TBL 教学法各有侧

重点，联合多种教学法有助于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

“CBL+PBL+TBL”多模式教学法是一种以临床经

典案例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团队协作为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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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的情景式教学模式。

为进一步激发学生的主体责任感和使命感，

“CBL+PBL+TBL”教学法还需要融入思政元素。

思政教育应该贯穿医学影像专业教育的全过程，包

括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毕业后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教育及工作后社会教育等。医学影像专业课

程思政需要响应国家新时代教育的大政方针，统一

布局，完善思政大纲，整合思政资源，打造思政平

台，将课程思政落实到教学大纲修订、教学设计更

新、教材编审选用、教案课件编写及教学体系评价

等多个环节，促使思政课与专业课同向同行、相得

益彰 [9]。课程思政与专业课若要起到协同作用，不

能生搬硬套，要顺势而为、润物细无声、自然而然

地融入课堂中。融入的方式灵活多样，可以采用包

括课内与课外、学校与医院、线下与线上等在内的

立体化、多渠道方式 [10]。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讲好思

政故事，课外鼓励学生查阅一些思政资料。除了学

校教育，学生还需要到医院进行社会实践或参加义

诊等，切身感受如何与患者保持良好的交流和沟通，

提供力所能及的专业帮助。随着时代的进步，学生

的学习手段不断更新，他们可能更喜欢利用网络资

源进行学习和交流，所以也可以为他们提供思政资

源平台，将线下授课与线上微课相结合，打造学生

喜欢的多形式思政氛围 [11]。

本研究采用课程思政联合“CBL+PBL+TBL”
多模式教学法。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平时成绩和

理论考核成绩都很高，平均成绩达到 94 分以上，

表明学生平时表现优异，能够有效消化吸收课堂上

学到的理论知识。SRSSDL 评分显示大多数学生能

够明确自己的学习需求，认为教师是学习的促进者，

能够与时俱进地获取学习资源，并且对自己的学习

负责。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自我认知能力，能够认

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保持学习动力，计划和设定

学习目标，并在长时间学习后适当地休息。在学习

方法方面，学生普遍认为小组讨论、同伴指导、角

色扮演、互动式教学、模拟教学和案例教学是有效

的学习方法，能够通过不同方式的教学获得积极效

果。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注重自我评估、监控学习进

程、发现成功与失败对学习的促进作用，重视同伴

评议和批评，以及回顾反思学习活动。在人际交往

方面，学生普遍认为与他人交流能够提升自己的学

习计划洞察力，善于分享信息、保持良好的人际关

系、与他人合作，并能成功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大

多数学生表现出了积极的学习态度，具有良好的学

习方法，具备较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这些都有利于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和

发展。在教学模式认可度方面，68% 的参与者给予

了最高评分（10 分），表明大部分学生对该教学模

式持认可态度。参与者对主动学习能力培养的满意

度较高，72% 的参与者给予了最高评分（10 分），

表明大部分学生认为该项能力的培养较为有效。在

影像阅片能力培养方面，72% 的参与者给予了最高

评分（10 分），显示出大部分学生对该项能力的培

养较为满意。影像分析思维能力培养与前两项类似，

72% 的参与者对影像分析思维能力培养给予了最高

评分（10 分），表明大多数学生认为该项能力的培

养较为成功。在沟通协作能力培养方面，76% 的参

与者给予了最高评分（10 分），显示出大部分学生

对该项能力培养的效果持肯定态度。大多数学生的

教学满意度较高，全员满意度达到 96%，其中 72%
的人选择了“非常满意”。整体来看，大多数学生

对该教学方法满意度较高，且对各项能力培养项目

均持肯定态度，教学效果得到了广大学生的认可和

肯定。国内很多学者同样采用课程思政联合各种模

式的教学方法，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和满意的教学

效果，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类似 [12]。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医学生的

课业繁重，学习压力比较大，对课余时间的过分挤

压可能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所以任何事情都不

要操之过急，可以先试点，然后进行学生考核、学

生评价及满意度调查等，最终选择适合大部分学生

的、学生喜欢的授课模式逐步推广应用。另一方面，

因为目前是初步研究，没有与 LBL 教学法进行统

计学分析与对比，在将来的研究中，我们会进一步

进行对比研究，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此

外，调查问卷的参与人数较少，将来的研究应进一

步扩充参与者数量。

综上所述，“CBL+PBL+TBL”多模式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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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学生在模拟医学影像典型案例的场景中学习

理论知识，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团队协

作，让学生积极主动地解决案例问题，通过讨论过

程中的思维碰撞，促使学生形成严谨的影像逻辑思

维。同时，课程思政的融入可以增加课程的趣味性，

拓展课程的深度与内涵，提高学生的专业自豪感和

专业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修养和医学人

文素养。课程思政联合“CBL+PBL+TBL”多模式

教学法能有效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

能力，教学效果得到了广大学生的认可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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