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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体解剖学是直接影响其他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教学成效的重要基础课程。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校也是以少数民

族学生居多，所以如何结合他们的民族特点，运用良好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对提高我校少数民族人体解剖学的教学质量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开展了 PBL教学探索，认为 PBL教学可以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弥补传统教学中的呆板、缺乏灵活性等缺点，让学生更快更好更有兴趣地学习人体解剖学，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为

少数民族教育探索提供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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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PBL Teaching Method in Xinjiang Minority Students of
Human Anatomy*

Human anatomy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that directly affects the teaching effect of basical and clinical medicine

courses. Xinjiang is a multi-ethnic area, my school is also based on the majority of minority students, so how to combine their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Using good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sur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human anatomy of my school minority has

a crucial role. We conducted PBL teaching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hat what can exercise PBL teaching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o compensate for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rigid, inflexible, so that student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faster and better learn human anatomy,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quality of teaching for minority education provides a

new way to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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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

法，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自在麦克马

斯特大学运用以来，其核心理念不断发展演变，并不同程度地

以多种表现形式出现很多重大的医学教学改革中[1,2]。人体解剖

学的专业名词较多、生僻、缺乏逻辑，对于刚刚进入大学学习临

床专业的同学来说是很陌生的，尤其对于双语学习但汉语不是

很好的少数民族同学。本文就针对我校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和

PBL教学的优越性在人体解剖教学中应用的体悟阐述如下：

1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基本概况

随着全国普通话的普及，少数民族地区从 20世纪 80年代

开始应用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据第

六次人口普查显示 2010年新疆人数少数民族，占全疆总人口

数的 59.9%其中维吾尔族占 45.8%，其他 54个少数民族的人口

数所占比例较小[3]。同样，在新疆的各大高校中，所占比例最高

的少数民族是维吾尔族。维吾尔族的民族性格中有时刻对身边

事物充满好奇心以及对探索未知事物的欲望等特点，这些性格

在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就体现为对知识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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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烈的求知欲望。与其他民族大学生相比，维吾尔族大学生

表现出典型民族特征，一方面乐群开朗、不计小节，同时另一方

面也有学习能力较弱、缺乏自信等特征[4]。

另外，双语教学的特点是在教学时民族语言教学和汉语教

学并重，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采用“以少数民族语文

授课为主加授汉语文”、“以汉语文授课为主、加授少数民族语

文”的授课模式，基本形成了双语教学体系[5,6]。这种双语教学体

系在维吾尔族学生的学习中也被广泛应用，但一些维吾尔族学

生尤其是接受双语教学但汉语还不是很好的学生进入大学以

后，当授课老师完完全全的采用汉语授课时，他们会出现语言

和理解上的障碍。导致这些学生对于学习人体解剖学的兴趣下

降，成绩出现大幅度的滑坡甚至出现留级、劝退等现象。

2 人体解剖学的特点及其在少数民族同学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
人体解剖学是医学生入学后接触的第一门医学基础课程，

它是研究人体结构和功能活动的一门形态科学，正确理解和认

识人体的形态结构，可为进一步学习其他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

医学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这门课程的教学成效直接关系

到其他医学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由于解剖学内容繁杂，专

业性强，涉及面广且深，而且含有大量的专业名词，这些专业名

词缺乏逻辑、难懂、艰涩而且生僻，所以对于刚刚进入医学大学

学习临床专业知识的所有同学都会很陌生，尤其对于少数民族

双语学习的同学，这些繁多，抽象，枯燥，错综复杂的名称是难

以理解和掌握的，记忆起来会比较困难，需要培养其相关学习

能力。据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能力包括思维能力和动作技能，

思维能力又分为处理知识能力(归纳、演绎以达理性认识)和运

用知识能力(综合以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的缺乏是解剖学

教学最大不足，口头上重视，教学中则落空[7,8]。

人体解剖学教学向来既缺乏将事实知识提升为规律并向

同学们示范的人体解剖学专业讲师，又缺乏具有灵活处理知识

能力以及运用与人体解剖学和临床知识相关能力的研究型人

才。人体解剖学传统教学是通过教师的语言描述、板书展示以

及挂图和模型来呈现[9]，这不仅耗费时间长，直接导致教师对重

点、难点讲解的时间少没有时间拓宽学生知识面[10]，而且学生

对于那些繁琐复杂的专业名词还难以接受。另外，学生本身在

传统的解剖教学过程中积极性与创造性较低，处于被动接受知

识的位置，这种情况延续一段时间后会使学生感觉解剖课程枯

燥乏味，抽象难懂，从而产生消极情绪，这是现阶段人体解剖学

习中一直无法避免并长期存在的难题。

3 PBL解剖教学组织与实施过程

授课的专业老师必须对人体解剖学的知识非常熟悉而且

对于临床的相关知识也要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灵活应用。老

师要准备与书本基础知识紧密相关的案例，并且提前至少 3天

发给每个同学。授课的专业老师必须准备与这节课要讲的知识

相关的模型和标本，在上课时候向大家展示并且介绍（可以编

短小顺口的小口诀，帮助学生记忆知识要点），要求同学以小组

为单位根据案例，提出自己的问题和不认识的汉字，在课前去

查阅相关资料。在上课前可利用周末开放实验室的时间预习和

复习相关的解剖课程知识。

小组成员上课前先要进行小组内的讨论，由小组的组长写

一份总结交给授课老师。此外每位同学都要将这个案例所涉及

的所有基础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交给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组

内出一名同学用多媒体向大家介绍基础知识点和相关的临床

知识，在这期间老师要及时的解难释疑，担当组织以及引导者

的角色，当学生的讨论偏离主题时，及时引导其进入正题。指出

和补充学生讲的不足的地方，并将准备好的模型和标本向大家

示教。案例结束后，教师进行归纳总结，学生可对案例分析过程

中的疑难点进行分析。这样做可以使同学们可以知其然也可以

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一堂解剖课以一个案例为出发点，同学

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案例的同时，也掌握了难记而又琐碎的

解剖知识。

课程结束以后，要求每位同学将今天自己看到的标本和模

型画在纸上，并标出需要记住的部位的名称以及这个部位与临

床有关的知识，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交给授课老师，授课老师

要认真批改并记录。

4 PBL教学中的感悟

4.1 教学模式的转变

PBL教学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不再是听众，老师

也可以变成学生，打破了从前的‘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的’现

象，创造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学习氛围。老师真正的将学

习的自主权还给了学生。此外这种教学模式不仅仅提高了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也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加强了老师

与同学之间的互动，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减少学生

对于老师的依赖性。

4.2 PBL教学模式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作用

PBL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少数民族的语言难

关，让他们可以提前解决自己的难点，激发了他们学习的积极

性，同时加强了同学之间的凝聚力，提高了协作能力。PBL教学

时老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和模型示教来授课，这两种授课方法可

以加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加理论知识的直观性与趣味性，

同时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积极活跃的性格特点，从而能提高学生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记忆，这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同时

养成了他们积极探索问题的能力。给医学生提供临床的病例，

在上课前让学生自己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分析以及小组内讨论

等方式去提前解决一些问题可以使学生在自主的去寻找解决

问题的方法的同时增强学生对人体解剖学学习的兴趣。通过反

复的 PBL教学，就会使学生的探索问题、自主学习和动手的能

力以及思考问题的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PBL的教学在培养

创新型，技能型，实用型医学生方面，有着传统教学无法匹敌的

优势。老师将案例提前发给学生，让少数民族学生有充足的时

间去解决语言文字的问题，而且在 PBL教学使用幻灯片时，教

师可以配合使用精心挑选的图片、Flash动画及视频等辅助材

料，使授课内容变得生动，将琐碎的解剖学内容变得易于让学

生吸收和掌握，有助于少数民族学生对解剖学专业名词知识的

理解及消化，这样做不仅能提高学生对解剖学习的兴趣，更好

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还能在上课时加强同学们对于解剖学学

习的信心，有利于提高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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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课后及时的画图记忆

记忆是复杂的大脑思维，心理学家认为记忆有三级信息加

工模式，即记忆可分为三个阶段:瞬间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

忆[11]。让每位同学将今天自己看到的标本和模型在课后将其画

在纸上，并标出需要记住的部位的名称以及这个部位与临床有

关的知识，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对这一天课程的回顾也是将今天

的感官记忆和瞬时记忆向长期记忆的转变。当学生上完课后，

画图这一过程不仅加强了记忆也帮助学生自我考核，使学生发

现今天上课时知识点的遗漏并将其及时纠正。

4.4 循序渐进的原则

中国长期以来是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应试教育”是从

“考试”和“应试”中派生出来的。因为主要是为了升学考试而服

务，所以仅仅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导致学生机械学习，学生的

个性化发展被限制在学校牢笼里[12,13]。而大学学习过程中接触

的 PBL教学方法是将学习设置于复杂而又有意义的情境中，

让学生通过解决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背后的知识，从而形成自

主解决问题的能力。PBL教学模式的效果明显比传统教学模式

好，有利于提高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探究问题的能力以及

终生学习的能力[14,15]。所以刚刚进入大学的同学初次接触 PBL

教学时，常常会多有不适。授课老师一定要对学生有耐心，千万

不要拔苗助长，一定要慢慢等待学生对于 PBL教学的适应和

学习习惯的转变。

4.5 PBL教学的优越性

PBL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的授课方式，基于现

实中的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来学习其内在的科学原理。其教学

过程是实行老师通过多媒体教学为辅而学生自主查阅资料解

决问题的学习为根本的小组学习的教学法[16-18]，多媒体教学将

文字、图像、动画集于一体，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随时更新，将

教学内容图文并茂地展示[19]，利用多媒体教学不仅能使原本抽

象的知识变得形象，还可以营造情景相融的学习氛围，让学生

积极参与学习的认知活动，主动探索知识[20]，并且使得医学生

能够在短暂且有限的时间里学习到作为一名医生要掌握的知

识和技能。此外根据调查发现，在我校实施的 PBL教学方式

中，通过让同学们自己画标本，他们的分数都有明显提高。这种

方法主要就是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实时记忆标本让他们

加强对于人体解剖学知识的了解和认识。

5 总结

总而言之，PBL教学使得人体解剖学从词汇教学转变为科

学知识的自主学习，少数民族学生通过临床的病例来认识解剖

学中生僻、艰涩、难懂的专业词汇，既锻炼了学生查阅资料、交

流等各方面的能力，解决了一些少数民族同学语言不过关的问

题，也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拓宽了学生的思路，解开了

禁锢学生思维的枷锁。PBL教学利用生动形象的多媒体以及简

便具体的模型示教等方法提高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系统解剖

学的兴趣，改善了汉语授课的效果，为社会提供更多具备双语

能力的高素质医学人才。我校施行的这种以动手为主的 PBL

人体解剖学教学模式，已经改善和提高了我校的教学质量和学

生的综合能力，但是还需要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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