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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B L（P r o b l e m - B a s e d 

Learning）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的

学习方式，它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

自主性，通过引导学生解决实际问

题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能力。

将PBL 应用于思政教育中，可以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论知

识，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思想道

德和人文素质。 

曾在一节课堂上，我们通过

PBL 教育模式指导医学研究生进行

一个经典案例的医学伦理学习：年

轻住院医师小李在处理一位重病

患者时，面临一个艰难的伦理选

择：患者是一位患有晚期肺癌的中

年妇女，已无法通过常规治疗控制

病情，而家属强烈要求使用一项尚

未经过临床试验的新技术进行治

疗。现在小李面临3 个重要问题：

应如何平衡患者的生命权和家属

意愿？如何平衡患者知情权和医

生的保护责任？当面对医学伦理

与法律责任的冲突时，医生应如何

决策？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让学生

明白在医疗实践中，尊重生命、保

护患者的知情权和隐私权、遵守医

学伦理和法律规定是医生的基本

职责。同时，他们也要学会在面对

复杂情况时做出正确的决策，为患

者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PBL”式思政教育的创新研

究，可以为医学教育改革提供一些

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引入PBL学

习方式来引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能力，培养

他们的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意识，是实现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

途径之一。

【 本 文 受 吉 林 大 学 教 学

改 革 项 目（ 2 0 2 3 X Y B 1 4 

6 、2 0 2 2 J G P 0 0 9 ） ， 吉

林大学第一医院思政创新项目

（yjs2023020）支持】

“PBL”式思政教育：医学教育改革新思路“PBL”式思政教育：医学教育改革新思路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宋磊  竭晶  白晓雪

两种老师  两种学生
▲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 饶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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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遗 传 学 家 毕 德 尔

（George Beadle，1903-1989）

曾评论两位康纳尔大学的老师。

一位给一年级学生讲遗传学导

论，把已有的知识组织得井井有

条，讲得清晰、有逻辑，深受学

生欢迎。另一位总对学生讲自己

对未知充满兴趣。作为 1958 年

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毕德

尔自然偏好后一种老师。

其实，这两种老师都有价值，

只是对不同学生的价值不一样。

中国的教育系统，原来充斥

的是第一种老师，现在已经开始

提倡第二种老师，而这一衔接主

要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其中有

难以化解的矛盾。

毕德尔的比较，可以扩充为：

一种老师擅长把已有知识讲得非

常好，让学生完全理解和掌握，

让学生明确自己学到了知识，不

仅学生立即感到有收获，而且确

实可以用好的分数来申请进一步

深造（如美国大学毕业后申请医

学院）、或可以用学到的知识直

接用于实践（如医学院学生用于

服务病人），有助于学生成为实

用型人才；一种老师注重于对未

知的探索，如果是自然科学方面

的老师，其教学有助于学生成为

科学家；如果是其他专业，有助

于学生成为探索型人才。

一个大国，既需要实用型人

才、也需要探索型人才。一般来

说，社会需要实用型人才的数量

远多于探索型人才。在社会经济

发展程度较低的阶段，对实用型

人才的需求也远大于对探索型人

才的需求。但是，这两种人才及

其教育，在中国的体系有不可避

免的矛盾：中国的高考制度决定

了中国中小学教育体系是以实用

性人才为目标，要求全体学生在

全班功课取得高分，然后按总分

进入高等学校。

探索型人才少数可以适应这

种体系，但大多数不能适应这种

体系，因为既然是探索型人才，

其少数可以按外界要求、其多数

就是有独特能力、动力和兴趣的。

我在北大的教学，虽然有很

多挂名的课程，实质主要就一门，

目标是希望从大学一年级开始，

培养、促进和刺激少数学生对探

索感兴趣。而为了避免只培养热

情而不给予必要的背景，专门设

立《生物学概念与途径》，以经

典研究范例的思路为核心，让学

生体会令人激动的探索。14 年

来不能说没有效果（而且以后可

能效果会越来越好），但效果有

限。其中一个原因，是学生全部

是按总分录取，而不是按兴趣和

特长录取的，习惯喜欢吸收清晰

的知识、完全没有接触过探索，

再要求其转型，需要相当的努力

和坚持。自去年秋天开始，也给

研究生开同一门课，希望不是通

过总分录取的研究生里面，确实

感兴趣探索的会稍微多一些。

在中国发展到今天的阶段，

如何从各个层面，不再埋没、否

定、压制探索型学生，让他们得

到发挥，可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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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医学家年会（2024）
主办：医师报社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时间：2024 年 3 月 20-21 日　　地点：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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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您参加“第九届医学家年会”，共同推动医疗行业健康发展！特邀您参加“第九届医学家年会”，共同推动医疗行业健康发展！

由医师报社、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中国医药卫生事由医师报社、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中国医药卫生事

业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医学家年会（以下简称“年业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医学家年会（以下简称“年

会”）将于 2024 年 3 月 20-21 日在京召开。会”）将于 2024 年 3 月 20-21 日在京召开。

本届年会将继续秉承“打造业内有影响力和品牌力的医本届年会将继续秉承“打造业内有影响力和品牌力的医

学家巅峰盛会”的宗旨：通过“推动行业前行的力量”系列学家巅峰盛会”的宗旨：通过“推动行业前行的力量”系列

荣誉公布，与时代共律动，与行业同发展；通过“国之良医·前荣誉公布，与时代共律动，与行业同发展；通过“国之良医·前

浪后浪”医学大家故事分享，传承医学人文，为我国医疗卫浪后浪”医学大家故事分享，传承医学人文，为我国医疗卫

生事业积聚薄发的力量；通过主论坛和分论坛，让大家酣畅生事业积聚薄发的力量；通过主论坛和分论坛，让大家酣畅

交流，共筹学科、医院、行业发展方略。交流，共筹学科、医院、行业发展方略。

会议亮点： 年会将围绕“致敬新时代、致敬奋斗者、致会议亮点： 年会将围绕“致敬新时代、致敬奋斗者、致

敬医者”讲好百年医学故事；分享新时代区域医疗中心、医敬医者”讲好百年医学故事；分享新时代区域医疗中心、医

联体建设经验；探讨医院高质量管理模式、学科建设发展要联体建设经验；探讨医院高质量管理模式、学科建设发展要

点以及医疗机构如何做好健康的科普传播等热点内容开展。点以及医疗机构如何做好健康的科普传播等热点内容开展。

自 2016 年首届年会成功举办，至今已圆满举办 8 届。共自 2016 年首届年会成功举办，至今已圆满举办 8 届。共

有两院院士百余人次、数千名党委书记、院长、学协会负责人、有两院院士百余人次、数千名党委书记、院长、学协会负责人、

学科带头人、医药企业共襄盛会，载誉而归。医学家年会已学科带头人、医药企业共襄盛会，载誉而归。医学家年会已

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品牌管理会议。 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品牌管理会议。 

2024 年，让我们在医学家年会上再次感受中国医疗的生2024 年，让我们在医学家年会上再次感受中国医疗的生

机萌动！再次诚邀您同赴医疗行业盛会，共享荣耀，携手推机萌动！再次诚邀您同赴医疗行业盛会，共享荣耀，携手推

动行业发展！ 动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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