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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多媒体教学法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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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比较 PDCA循环多媒体教学法与传统多媒体教学法教学效果的差异性．方法 以 2009级五

年制临床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 PDCA循环多媒体教学法为研究组，传统多媒体教学法为对照组，比较药理

学考核成绩、学生对知识掌握的自我感觉和学习积极性的差异．结果 研究组期末分和总分成绩高于对照组

（＜0.05）；研究组提问次数、讨论发言和查阅资料次数均高于对照组（ ＜0.05）；研究组自我学习和个人发展能

力、沟通和交流能力、对药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于对照组（ ＜0.05）．结论 PDCA循

环多媒体教学法在药理学教学中效果较好，可以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系统掌握药理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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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PDCA cycle and traditional multimedia teaching methods in

pharmacological teaching. Methods The research objects were five-year clinical professional students of 2009.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multimedia teaching method of PDCA cycle，and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the traditional multimedia teaching method. The examination scores，mastery of learned

knowledge and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motiv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final and

total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0.05） . The

number of asking questions，discussion and data acces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0.05） . And the abilities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personal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the mastery degree of pharmacological knowledge， and analysis and problem solving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0.05） .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multimedia teaching method by PDCA cycle in pharmacological teaching is good and it can effectively mobilize the

learning enthusiasm of students and make them master system knowledge of pharma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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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是临床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桥梁，担负着

将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与内科学、外科学等

学科联系起来的作用，明确药物的药理作用及其原

则，为临床医疗实践和科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1].药

理学教学在医学系统教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

实用性和临床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个学科的特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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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对理论知识被动的记忆，对实际应用缺乏感性

认识的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不利于学生

掌握教学内容与临床实践的关联性，提供药理学教

学质量的研究近年来备受学者关注[2]．在多媒体教

学日益普遍的今天，教育方法学尤其重要．PDCA
循环是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戴明”所总结的过程

方法的简称 ［P（plan 计划）、D（do 执行）、C

（check检查）、A（action行动）］，在实际的教学中

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发现问题、提出疑问、寻

求答案并将问题带到课堂[3]．教师根据学生的问题

和教学的要求，提出典型案例，并将药理学知识点

贯穿在案例中，让学生印象深刻，从而提高教学质

量．本文通过药理学本科生的教育，系统探讨了

PDCA循环多媒体教学的实施方法及其教学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对 2009年入学的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

进行研究，研究组为 3个小班，共计 93人，采用

PDCA循环多媒体教学法；对照组 3个小班，共计

91人，采用传统的多媒体教学法．2组学生均已完

成生理学、生物化学、组织胚胎学、病理学和病理

生理学的学习，具备自学药理知识的能力．

1.2 研究方法

1.2.1 PDCA 循环多媒体教学法 所有课件以多

媒体形式为主，按药理学学习内容划分为 7篇，即

总论、内脏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中枢

神经系统及化学药物药理学．PDCA循环教学法学

习程序为：第一步骤为 P，主要包括课前发放教学

病例，引导学生在病例中发现问题，自主查找文献

资料，对发现的问题分析原因，进一步分析主要原
因，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第二步骤为 D，主要

包括在课堂学习中进行交流和分组讨论，以 5个人

为一个小组，讨论结束后选出组长轮流发言并详细

记录；第三步骤为 C，主要由教师结合药理学教学

知识点对本课堂学习进行总结并验证各小组的讨论

结果；第四步骤为 A，主要包括即时考核，巩固初

学知识，并发放下次课程要学习的案例．一个循环

结束后进入下一个循环．
1.2.2 传统的多媒体教学法 采用幻灯片制作的

方式将药理学知识点全面融入课堂之中，讲解临床

中常见的药物作用机制及其不良反应．课程学习内

容与研究组相同．

1.2.3 考核方法 对 2 组学生均按照平时分占

40%和期末考试分占 60%的原则进行考核．研究组

平时分按照小组讨论发言的积极性和考勤情况进行

计分，对照组按照课堂参与的积极性和考勤情况进

行计分．期末成绩按照客观题 60%，病历分析题

40%出题考试．

1.2.4 学生评价 期末考试结束后分别给 2组学

生发放调查问卷，就学生对知识掌握的自我感觉和

学习积极性进行评价．对知识掌握的自我感觉包

括：团队精神和互相协作、自我学习和个人发展能

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检索和搜集资料的能

力、沟通和交流能力及对药理知识的掌握程度，评

分采用最优 10分，最差 0分进行计分．学习积极
性采用提问次数、讨论发言次数、查阅资料次数和

自学时间 4个指标．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两组间比较 检验， ＜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组和对照组考试成绩的比较

研究组期末分和总分成绩高于对照组 （ ＜

0.05），研究组和对照组平时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05），见表 1．

组 别 n 平时分 期末分 总分

研究组 93 89.3±9.6 86.5±7.4* 87.6±8.3*

对照组 91 87.9±8.7 80.8±6.9 83.6±7.8

表 1 研究组和对照组考试成绩的比较［（x±s），分］
Tab. 1 Comparison of the test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s［（x±s），Score］

与对照组比较，* ＜0.05.

2.2 研究组和对照组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比较

研究组提问次数、讨论发言和查阅资料次数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5）．2组间自学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0.05），见表 2．

2.3 研究组和对照组学生对知识掌握的自我感觉



与对照组比较，* ＜0.05.

组 别
团队精神和

互相协作

自我学习和

个人发展能力

沟通和交

流能力

对药理知识

的掌握程度

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检索和搜集

资料的能力

研究组 8.7±0.8 9.1±0.8* 8.3±1.2* 8.6±0.6* 8.9±0.8* 8.1±0.6

对照组 7.8±0.9 7.6±1.0 6.8±1.1 7.2±0.8 7.6±0.7 7.9±0.6

表 3 研究组和对照组学生对知识掌握的自我感觉的比较［（x±s），分］
Tab. 3 Comparison of the mastery degree of pharmacological knowledge of stud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s），Score］

组 别 提问次数（次 /课时） 讨论发言（次 /课时） 查阅资料（次 /课时） 自学时间（h/d）

研究组 11.9±6.5* 13.6±7.8* 25.6±9.8* 2.1±0.5

对照组 6.4±3.1 2.7±1.1 6.4±2.3 1.9±0.8

表 2 研究组和对照组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比较（x±s）
Tab. 2 Comparison of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tud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x±s）

与对照组比较，*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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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药理学的教学要和医学生总体教育的目的相配

合，学习成绩只能代表知识掌握的一个方面，能够

将学来的知识有效服务于将来的临床实践依赖于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药理学教学

目标是使得学生将来能够有效的将药理学知识运用

于治疗疾病的全过程，自学能力的培养对于学生将

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当前的医学教育课程主要采用

传统的教学方法，多媒体的发展使得传统的教学方

法多了一个新的手段，但是教学模式还是局限于教

师教学知识点和教材，学生被动接受知识，需要记

忆大量的理论知识，难以将药理学知识点与临床实

践相结合．学生进入临床后往往把大学学到的知识

与临床实践相脱离，背离了药理学教学的目的．

近年来，多位学者探讨了新型的药理学教学方

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方海明[4]提出了 CBL教

学法，以案例为中心进行教学，陈磊等 [5]提出了

PBL+LBL教学法，将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和

传统的教学方法相结合，均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

果．PDCA 循环多媒体教学法结合了多媒体、案

例、问题、资料查阅、课堂互动和分析评估的综合

优势，近年来在各个学科的教学中得到应用，受到

教育工作者的充分重视[6]．

本研究结果表明，PDCA循环多媒体教学法可

以显著提高药理学考核期末分和总分成绩，充分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学生提问次数、讨论发

言和查阅资料次数，对学生自我学习和个人发展能

力、沟通和交流能力、对药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著优于传统多媒体教学法，

与国外学者研究结论一致，验证 PDCA循环多媒体

教学法应用于药理学教学中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

与学生学习兴趣的增加、发言的压力转化为学习查

阅文献的动力、需要得到老师同学肯定和尊重的心

理动力学有关[7]．

总之，PDCA循环多媒体教学法在药理学教学

中效果较好，可以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系统

掌握药理学知识，值得药理学教育工作者进一步研

究，促进其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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