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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在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ＩＣＦ)框架下ꎬ基于问题的学习法(ＰＢＬ)联合基于案

例的学习法(ＣＢＬ)在康复临床实习带教中的应用效果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年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实习的 ３６ 名康复治疗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ꎬ每组 １８ 名ꎮ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授课ꎬ试验组采用基于 ＩＣＦ 框架下的 ＰＢＬ＋ＣＢＬ 双轨教学法带教ꎬ时长均为 ２ 个月ꎮ 入

科前、带教 １ 个月及 ２ 个月后ꎬ采用理论试卷考试评定 ２ 组学生对康复知识的掌握度ꎮ 带教 １ 个月及 ２ 个月

后ꎬ采用实践操作考核评定 ２ 组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ꎮ 带教 ２ 个月后ꎬ采用自制量表对 ２ 组学生的教学满意

度开展调查ꎮ 结果　 与组内入科前比较ꎬ２ 组学生带教 １ 个月及 ２ 个月后的理论考试案例分析得分、总分均增

加(Ｐ<０.０５)ꎮ 试验组带教 ２ 个月后的理论考试案例分析得分[(１２.６１±２.２７)分]、总分[(８３.２５±６.９８)分]较
对照组优异(Ｐ<０.０５)ꎮ 与组内带教 １ 个月比较ꎬ２ 组学生带教 ２ 个月后的操作考核成绩均提高(Ｐ<０.０５)ꎬ且
试验组带教 ２ 个月后的操作考核成绩[(８０.６４±６.８６)分]较为优异(Ｐ<０.０５)ꎮ 带教 ２ 个月后ꎬ试验组在临床

思维能力、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教学方法的总体满意度方面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ꎮ 结论　
在康复治疗专业学生的临床实习带教中ꎬ基于 ＩＣＦ 框架的 ＰＢＬ＋ＣＢＬ 双轨教学法较传统教学法更具优势ꎬ能显

著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主动学习和实践操作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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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复服务能力的提升对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具有重要意义ꎮ 然而ꎬ康复服务供给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需求之间的矛盾目前仍是制约我国康复医疗发展的主要矛

盾[１] ꎮ 康复治疗学旨在培养理论知识基础扎实、实践经验丰

富、技能操作能力优良的康复专业治疗人员[２] ꎮ 当前ꎬ我国康

复治疗专业学生普遍存在临床思维能力弱、团队协作能力差、
缺乏发现问题和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弱势[３] ꎮ 因此ꎬ培养康

复治疗专业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是

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ꎬ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ＩＣＦ)是从身体结构与功能、活
动、参与以及环境因素的角度ꎬ构建的全面、标准的理论框架和

分类体系[４￣５] ꎮ ＩＣＦ 对临床疾病诊断、功能分级信息、保险支付、
政策项目制订、健康服务管理、计划和资源分配等有较大的指

导意义[６] ꎮ ＩＣＦ 在康复临床和教学工作中的应用较为广泛[７￣９] ꎮ
基于问题的学习法(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ＰＢＬ)是以问题

为基础ꎬ以学生为主体ꎬ以小组讨论为形式ꎬ在辅导教师的参与

下ꎬ围绕某一医学专题或具体病例的诊治等问题进行研究学习

的过程ꎬ其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造性临床思维能

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１０] ꎮ 基于案例的学习法(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ꎬＣＢＬ)是以病例为先导ꎬ以问题为基础ꎬ以学生为主体ꎬ以教

师为主导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法ꎬ其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ꎬ培养创新能力ꎬ提高学生获取新知识、有效运用知识解决新

问题的能力[１１￣１２] ꎮ 两者联合应用可进一步促进理论知识与实

践技能的结合ꎬ提升学生思维能力ꎬ提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ꎬ为形成良好的医学思维模式创造条件[１３] ꎮ 本研究在 ＩＣＦ 框

架下将 ＰＢＬ＋ＣＢＬ 双轨教学法应用于实习带教中ꎬ以探讨其在

康复治疗专业学生教学中的应用效果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全日制康复治疗专业学生ꎬ首次参与临床实

习ꎻ②实习前ꎬ专业理论与技能操作成绩均合格ꎻ③能完成整个

带教周期ꎬ且配合考核和各项评测ꎻ④对本研究知情并同意参

加ꎮ 排除标准:①不能服从教学计划ꎬ实习时间未满周期ꎻ②不

能完成考核与评测ꎮ
共选取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２０２３ 年 ４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实习的 ３６ 名康复治疗专业学生ꎬ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ꎬ每组 １８ 名ꎮ 其中ꎬ对照组男 ７ 名、女
１１ 名ꎬ平均年龄(２１.２８±０.６７)岁ꎻ试验组男 ５ 名、女 １３ 名ꎬ平均

年龄(２１.２８±０.４６)岁ꎮ ２ 组学生性别、平均年龄等一般资料比

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ꎮ 所有实习生入

组后ꎬ在临床先常规进行 ３ 个月的实习ꎬ以适应工作流程并熟

悉康复临床诊疗思维ꎮ
二、研究方法

根据教学方法、教学计划及实习大纲ꎬ对照组采用传统教

学法授课ꎬ试验组采用基于 ＩＣＦ 框架下的 ＰＢＬ＋ＣＢＬ 双轨教学

法带教ꎬ时长均为 ２ 个月ꎮ 授课案例所涉及与患者相关的视

频、音频、影像资料ꎬ均已取得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同意ꎬ仅为

本次教学学习使用ꎬ严格遵守医疗保密原则ꎮ ２ 组学生的带教ꎬ
均由在临床工作年限 ３ 年及以上、且取得了职业资格和规范化

培训证书的康复治疗师担任ꎬ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ꎬ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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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康复治疗操作技术ꎮ 试验组的带教老师在上述基础上ꎬ还
获得有南京医科大学 ＰＢＬ 导师认证ꎮ

１.传统教学法:每周由带教老师按照理论讲授￣技能演示￣
操作实践的步骤进行授课学习ꎮ 授课内容围绕实习学生参与

管理的患者案例开展ꎮ 每周 ２ 次ꎬ每次 １ ｈꎬ共 ８ 周ꎬ１６ 次课程ꎮ
２.ＰＢＬ＋ＣＢＬ 双轨教学法:带教老师选择康复科内典型的住

院患者案例ꎬ以此为核心开展教学ꎮ 主要包括:①神经损伤案

例ꎬ脑损伤(脑卒中、脑外伤)和脊髓损伤等ꎻ②骨损伤案例ꎬ颈
椎腰腿痛、骨创伤、骨肿瘤等ꎮ 试验组 １８ 名学生ꎬ分为 ４ 组ꎬ每
组 ４~５ 人ꎬ每组在神经损伤案例和骨损伤案例中各选择 １ 例ꎬ
共 ２ 例ꎻ每个案例设计 ４ 周课程ꎮ 每周 ２ 次ꎬ每次 １ ｈꎬ共 ８ 周ꎬ
１６ 次课程ꎮ

每个案例的具体教学过程为:①第 １ 周ꎬ所有学生进行 ＩＣＦ
理论培训学习ꎬ完成后引导学生采用 ＩＣＦ 模式分析案例ꎬ从身

体结构和功能、活动、参与、个人因素、环境因素 ５ 个方面着手ꎬ
并应用 ＩＣＦ 通用组合进行治疗前后的评估ꎻ②第 ２ 周ꎬ每组学生

在带教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ꎬ确定临床案例(即 ＣＢＬ)ꎬ学生进

行案例资料收集ꎬ参与患者问诊、查体和康复评估等ꎮ 学生对

搜集的资料和评估进行整理和讨论ꎬ提出关键性问题并进行资

料查找(ＰＢＬ)ꎬ带教老师在此过程中可以进行临床思维的引导ꎻ
③第 ３ 周ꎬ进行资料查找和问题分享ꎬ讨论确定患者存在的康

复问题、制订康复目标和计划ꎬ提出在此讨论过程中的关键性

问题并进行资料查找ꎮ 带教老师在此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进

行问题、目标指导方法、预后判断、方案适应证与禁忌证等的讨

论ꎻ④第 ４ 周ꎬ进行康复计划的实施ꎮ 带教老师引导学生讨论

在康复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训练方案的分级等ꎮ 最后

由带教老师对案例、参与学生进行点评ꎬ开展实习学生的自评

与互评ꎮ 见图 １ꎮ
三、观察指标

入科前、带教 １ 个月及 ２ 个月后ꎬ采用理论试卷分别评定 ２
组学生对康复知识的掌握度ꎮ 带教 １ 个月及 ２ 个月后ꎬ采用实

践操作考核评定 ２ 组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ꎻ带教 ２ 个月后ꎬ采用

自制量表对 ２ 组学生的教学满意度开展调查ꎮ 理论和操作考

核由工作 ５ 年以上、具有中级职称、且未参与此次带教工作的

老师担任ꎮ 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及满意度评分结果ꎬ由科室教

学秘书统一收集、整理和登记ꎬ教学秘书和评分老师均不知晓

本次研究的分组情况ꎮ

１.理论和操作考核:分为理论试卷考试和实践操作考核评

定ꎮ 理论试卷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康复专业基础知识、相关学

科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ꎬ题型分为名词解释、简答题、选
择题和案例分析题ꎮ 满分 １００ 分ꎬ其中案例分析题满分 ２０ 分ꎮ
实践操作考核评定ꎬ主要是从考核案例题库中抽取 ２ 题进行分

析及操作演练ꎬ题库主要包括脑卒中、脑外伤、骨折、颈椎腰腿

痛、心肺疾患等病种案例ꎬ每题 ５０ 分ꎬ满分 １００ 分ꎮ
２.教学满意度:采用我科自制的量表进行满意度问卷调查ꎬ

内容涵盖了对临床思维能力、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沟
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教学方法的必要性、教学方法的总体满

意度 ６ 个方面的考查ꎬ每个方面分为 ５ 个等级(很不满意、不满

意、满意、很满意、非常满意)ꎬ每个等级对应赋分 １~ ５ 分ꎬ很不

满意为 １ 分ꎬ非常满意为 ５ 分ꎮ 总分 ３０ 分ꎮ
四、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６.０ 版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ꎬ计数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ｘ－±ｓ)形式表示ꎬ计量资料用频数(％)表示ꎬ组间比较分

别采用 ｔ 检验和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一、２ 组学生带教前、带教 １ 个月及 ２ 个月后的理论考试成

绩比较

２ 组学生入科前ꎬ理论考试中的案例分析得分及总分比较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与组内入科前比较ꎬ２ 组学生带

教 １ 个月及 ２ 个月后的理论考试案例分析得分、总分均增加

(Ｐ<０.０５)ꎮ 与组内带教 １ 个月比较ꎬ对照组带教 ２ 个月后仅理

论考试总分增加(Ｐ<０.０５)ꎬ试验组带教 ２ 个月后的理论考试案

例分析得分、总分均增加(Ｐ<０.０５)ꎮ 试验组带教 ２ 个月后的理

论考试案例分析得分、总分较对照组优异(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二、２ 组学生带教 １ 个月及 ２ 个月后的操作考核成绩比较

与组内带教 １ 个月比较ꎬ２ 组学生带教 ２ 个月后的操作考

核成绩均提高(Ｐ<０.０５)ꎮ 与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ꎬ试验组带教

２ 个月后的操作考核成绩较为优异(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三、２ 组学生带教 ２ 个月后的教学满意度比较

本研究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收回率 １００％ꎬ均为有效问卷ꎮ
结果显示ꎬ带教 ２ 个月后ꎬ试验组在临床思维能力、发现分析并

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教学方法的总体满意度方面优于

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图 １　 基于 ＩＣＦ 框架下 ＰＢＬ＋ＣＢＬ 双轨教学模式

３５４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第 ４６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Ｍａｙ ２０２４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Ｎｏ.５



表 １　 ２ 组学生入科前、带教 １ 个月及 ２ 个月后的理论考试

成绩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理论考试中的
案例分析得分 理论考试总分

对照组

　 入科前 １８ ６.０８±２.６６ ６１.１９±１０.７２
　 带教 １ 个月 １８ ８.９７±２.３２ａ ７２.６１±８.２８ａ

　 带教 ２ 个月 １８ ９.０３±２.０５ａ ７６.４７±７.５４ａｂ

试验组

　 入科前 １８ ５.５８±３.２１ ６１.８３±１０.８０
　 带教 １ 个月 １８ ８.１１±２.５６ａ ７０.８９±９.３４ａ

　 带教 ２ 个月 １８ １２.６１±２.２７ａｂｃ ８３.２５±６.９８ａｂｃ

　 　 注:与组内入科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组内带教 １ 个月比较ꎬｂＰ<０.０５ꎻ
与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ꎬｃＰ<０.０５

表 ２　 ２ 组学生带教 １ 个月及 ２ 个月后的操作考核成绩

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带教 １ 个月 带教 ２ 个月

对照组 １８ ７０.４６±８.８７ ７５.８６±７.１７ａ

试验组 １８ ６７.１５±８.２１ ８０.６４±６.８６ａｂ

　 　 注:与组内带教 １ 个月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ꎬｂＰ<
０.０５

讨　 　 论

康复治疗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过程ꎬ学生

除需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外ꎬ还需要具备广

泛的知识背景、良好的职业道德及严密的临床思维能力ꎬ且良

好的语言沟通能力、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参与临床工作不

可或缺的素养[１４] ꎮ

传统教学法往往是以老师为主体、以知识为核心ꎬ这种

教学模式虽有优点ꎬ但在匹配康复治疗师高质量培养需求上

存在一定的短板ꎮ 与此相比ꎬＰＢＬ＋ＣＢＬ 双轨教学法更注重

学生的主动参与ꎬ培养其独立学习与思考的习惯及批判性思

维能力 [１５￣１７] ꎮ 本教学研究依托于真实的临床病例进行ꎬ学
生能够直观地理解和应用所学习的知识ꎬ在讨论学习中不断

发现、提出、分析并解决问题ꎬ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ꎬ培养

了康复临床思维能力ꎮ 此外ꎬ带教老师在讨论过程中起到了

关键的引导作用ꎬ除能提供专业知识和分享经验外ꎬ还能及

时纠正学生提出的错误观点ꎬ结合 ＩＣＦ 理论知识ꎬ引导学生

以患者为中心ꎬ分析案例中患者身体结构与功能、活动和参

与水平的受损情况ꎬ在综合考虑个体与环境的影响因素后ꎬ
制订详细的康复计划ꎬ以改善患者的功能ꎮ 本研究结果表

明ꎬ在康复临床带教过程中ꎬ使用基于 ＩＣＦ 的 ＰＢＬ＋ＣＢＬ 双轨

教学法可以明显提高实习学生的理论考试、案例分析和操作

考核成绩ꎬ说明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巩固和提高学生对康复相

关知识的掌握度ꎬ提升思维能力、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

力及实际操作能力 [１８￣１９] ꎮ
本研究学生入科前ꎬ在病例讨论的逻辑性和目的性方面存

在一定的不足ꎮ 经过 ２ 个月的系统带教后ꎬ试验组学生的分析

和讨论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ꎬ部分学生甚至能够有针对性地提

出解决方案和治疗建议ꎮ 然而ꎬ这种教学模式也带来了一些挑

战ꎬ如增加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和学习负担ꎮ 分析原因ꎬ主要是

学生进入康复专科实习前ꎬ相关理论的学习采用的是传统的基

于授课的学习法(ｌｅ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进入实习后ꎬ从被动学

习转为主动学习时出现了不适应[２０] ꎮ 因此ꎬ在教学实践中ꎬ除
优化教学方法外ꎬ还应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注ꎬ加强对实习学生

的心理辅导与支持ꎮ

表 ３　 ２ 组学生带教 ２ 个月后的教学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教学满意度￣临床思维能力

很不满意 不满意 满意 很满意 非常满意
对照组 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６１.１％) ７(３８.９％) ０(０.０％)
试验组 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４.４％) １０(５５.６％) ａ

组别 例数
教学满意度￣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很不满意 不满意 满意 很满意 非常满意
对照组 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３８.９％) １１(６１.１％) ０(０.０％)
试验组 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７７.８％) ４(２２.２％) ａ

组别 例数
教学满意度￣沟通能力

很不满意 不满意 满意 很满意 非常满意
对照组 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６１.１％) ７(３８.９％) ０(０.０％)
试验组 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７７.８％) ４(２２.２％) ａ

组别 例数
教学满意度￣团队合作能力

很不满意 不满意 满意 很满意 非常满意
对照组 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６.７％) ８(４４.４％) ７(３８.９％)
试验组 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６１.１％) ７(３８.９％)

组别 例数
教学满意度￣教学方法的必要性

很不满意 不满意 满意 很满意 非常满意
对照组 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５.６％) ８(４４.４％) ９(５０％)
试验组 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２２.２％) １４(７７.８％)

组别 例数
教学满意度￣教学方法的总体满意度

很不满意 不满意 满意 很满意 非常满意
对照组 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１.１％) １１(６１.１％) ５(２７.８％)
试验组 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２７.８％) １３(７２.２％) 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４５４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第 ４６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Ｍａｙ ２０２４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Ｎｏ.５



　 　 综上所述ꎬ基于 ＩＣＦ 框架的 ＰＢＬ＋ＣＢＬ 双轨教学法在康复

临床实习带教中的效果显著ꎬ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思维、主动

学习和实践操作能力ꎬ还能有效弥补传统教学法的不足ꎬ值得

临床应用、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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