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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1   引言
由美国Oklahoma大学Michaelsen教授于上世纪

70年代创立的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team-based learn-
ing, TBL)教学模式[1]与传统的以授课为基础的学习

(lecture-based learning, LBL)教学模式有着明显的不

同。TBL不再以教师为主体, 而是以学生为主体, 是
一种以团队为基础、提倡学生自主学习、着重提高

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将学生培养成终身

学习者为目标的新型教学模式[2-4], 是一种有助于促

进学习者团队协作精神、注重人的创造性、灵活性

与实践特点的新型成人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方法

相比, TBL教学法变填鸭式教育为主动式及协作式的

教学模式, 较好地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 
激发了学生独立思考及团结协作、收集和处理信息、

获得和更新知识的能力。学生带着问题看书, 带着问

题查找资料, 并且在本小组内先进行讨论, 从而加强

了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及认识, 同时通过与教材理论

内容紧密配合的病例分析, 又锻炼了学生将理论应用

到实际的能力。这样的学习使学生对疾病的认识从

感性上升到理性, 提高了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 并
且通过学生之间互帮互助、互相督促, 提高了学习效

率, 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TBL教
学过程中, 教师是引导者、组织者, 通过与学生共同

参与讨论, 教师也从中受益, 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5]。

TBL自创立以来, 以其独有的优势在许多发达国家得

到推广应用, 尤其是TBL适合在课堂学生数较多的情

况下进行小组教学与学习, 因此, 特别适合在招收学

生人数较多的医学专业教育中应用TBL教学。本教

研室针对我校的特点, 选用类TBL式的教学方式来进

行“细胞分化、细胞衰老与死亡”章节的讲授。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11级经过高考进入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大一新

生, 专业主要是中医学、针灸推拿、中医临床、护

理学等, 共162人, 地域不限。

2.2  研究方法

2.2.1　问卷调查学生的基本情况　　中国是一个多

省市的国家, 地域差异非常大, 而高中的学习情况也

很复杂, 不同地区的高中对生物学的要求差别很大, 
为了充分掌握学生的基本情况, 我们对来自全国的

162名2011级学生生物学基础知识进行了摸底, 摸底

内容主要涉及地域情况、高中生物学基础情况、所

学内容深度等一系列问题。问卷由本校生物教研室

教师设计。

2.2.2　团队合作完成任务　　《医学细胞生物学》

总49课时, 每周2次, 9课时/周。课程开始的第1周, 
教师将要教授的范围(细胞分化、细胞衰老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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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布置给学生, 要求如下: (1)学生自由分组: 学生

根据班级和兴趣爱好自由组合, 每组人数7-10人(不
超过10个), 选取组长、秘书后团队开始运作; (2)团
队演讲主题——团队经过讨论选取主题、个人分工

后, 分别进行文献检索、多媒体制作、演讲等; (3)
演讲、汇报或表演: 经过至少3次团队讨论后, 在课

程的第6周, 团队可以根据小组成员的特点采用多元

化的形式对讨论内容进行呈现。

2.2.3　团队任务的评价范围　　团队合作任务的评

价: 团队合作任务的评价主要以汇报为主, 每组选取

不定的形式进行汇报, 可以是演讲形式、可以情景

再现、也可以穿插故事的形式进行交流。汇报的评

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教师组评价——教师组由3名
教师组成专家组, 根据演讲或表演的内容的正确性

和创新性、演讲的形式、多媒体的应用、仪态仪表、

语言的组织等进行综合评分, 最后取平均分作为教

师组的得分; 组间评价——该组同学汇报时其余的

各组同学对其进行总体评分, 最后各学生组的平均

分为组间评价的得分。每组的平均分=教师组得分

×30%+组间评价得分×70%。

2.2.4　团队中每人的评价　　每组组长对本组成员

进行评价, 评价的主要标准是对团队任务的贡献(包
括所做工作内容、团队讨论时的积极性及良好的建

议等), 此分不超过2分。每人所得分数=组长评价分

数+每组的平均分。

2.2.5　TBL教学后学生问卷调查情况　　TBL课程

结束后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主要内容涉及学生

本身对TBL的评价、TBL团队的人数范围、TBL教
学对学习的帮助情况等。

3   研究结果
3.1  学生的基本情况

3.1.1　学生地域分布情况　　学生地域分布范围比

较广泛(表1), 来自全国26个省市和自治区。主要生

源分布在上海、新疆, 还有港台地区, 其中上海学生

占一半以上, 山东、安徽、河南等省各占一定的比例。

3.1.2　学生的生物学基础情况　　学生的基础情况

较好(图1), 大部分学生(94.44%)都有一定的生物学

基础, 中学时代或多或少学习过生物学课程, 对生物

学课程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也有约6%的学生完全没

表1　学生地域分布情况(n=162)
Table 1　The profile of students' region(n=162)

地域 人数 比例(%) 地域 人数 比例(%)
Region Number Rate(%) Region Number Rate(%)
Taiwan 16 10 Anhui 6 3.70
Hong Kong 4 2.47 Neimenggu 5 3.09
Zhejiang 6 3.7 Shanghai 89 54.93
Yunnan 5 3.09 Gansu 2 1.23
Xinjiang 13 8.02 Jiangsu 3 1.85
Henan 7 4.32 Shandong 3 1.85
Ningxia        1 0.61 Shanxi 1 0.61
Guangdong  1 0.61   

图1　学生的生物学基础情况(n=162)
Fig.1　Students' biological basis(n=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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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物学相关基础。

3.1.3　学生基础知识深度调查　　针对生物学相关

章节的内容进行问卷调查, 主要了解学生中学所学

的章节和内容。通过调查(表2)可见, 学生在中学时

代对生物学中蛋白质、核酸、细胞器与细胞骨架、

主动运输与被动运输、有丝分裂与减数分裂等章节

都有涉猎, 对该部分内容有一定的初步了解, 而对细

胞运动、细胞衰老与干细胞的了解较少。

3.2  团队合作完成任务

3.2.1　学生演讲部分内容　　学生们以团队为单位

对所选主题进行小组交流, 交流的形式主要有汇报、

自制视频及故事形式等, 形式较多样。

3.2.2　学生平时讨论及评分的内容　　由于平时讨

论基本都在课后进行, 故对平时课后讨论的相关内

容及讨论主题、小组的分工情况、评分标准及对团

队演讲内容的规划都有详实的书面资料作为考量

(图2)。
3.2.3　各小组的平均成绩　　本次TBL教学共分为

17个小组, 小组的成绩主要分布在6~8分之间(满分

为8分), 小组之间有些差别(表3), 总体情况良好。

3.2.4　TBL后学生问卷调查情况　　从TBL教学后

学生的调查问卷情况来看, 61.1%的学生对TBL的教

学形式非常有兴趣, 并且58%的同学认为这种形式

的教学对他们的能力有很大的锻炼; 而另有35.8%或

表2　所学的主要生物学知识(n=162)
Table 2　The students' biological knowledge(n=162)

所学章节内容 学生人次     
Content to learn Number of the students
Protein, nucleic acids, sugar 144
Cytoplasmic membrane systems 153
Type of cell transport 133
Protein transport and secretion 120
Cell signal transduction 84
Cell motility 43
Cellular reproduction 148
Cell differentiation 92
Stem cell 25
Cell aging and cell death 61
Genetic engineering 83

表3　各小组的平均成绩

Table 3　The average scores of each group
组别 得分 组别 得分

Groups Scores Groups Scores
1 6.9 10 6.8
2 6.1 11 7.4
3 6.1 12 6.8
4 6.8 13 7.3
5 7.4 14 6.5
6 7.6 15 6.2
7 7.2 16 7.1
8 6.9 17 7.1
9 6.3  

图2　学生演讲内容及小组分工评分表

       Fig.2　Students usually report contents and scoring

表4　学生对TBL教学形式的评价(n=162)
Table 4　The students' evaluation on team based learning(n=162)

学生对TBL形式的评价 人数 百分比(%) TBL教学对你的帮助 人数 百分比(%)
Students' evaluation on TBL Number Rate(%) Your gain from TBL Number Rate(%)
Interested 99 61.1 Improvment 94 58.0
To complete the assignment 58 35.8 Awareness of students 59 36.4
Waste time 4 2.5 No improvment 9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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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的同学认为形式一般; 认为浪费时间或帮助不

大的同学所占比例相当少。

4   讨论
近年来, 团队合作的概念日益被各行各业所重

视, 作为新世纪的医学教育, 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更

是提升医疗水平、保障医疗安全、增强医疗监督力

度、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的重要基础, 也是每一个新

时代医务工作者必备的能力之一。因此, 如何在巩

固现有医学教育质量的前提下, 着重突出团队合作

能力的培养, 是我们在教学工作中需要不断思考和

探索的问题。

在当今生命科学蓬勃发展的时代, 随着现代医

学教育向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方向发展, 医学细胞

生物学逐渐成为现代生物学的重叠核心学科(over-
lapping core discipline)之一, 它的理论知识已经渗透

到医学科学的各个领域, 是医学科学的基本组成部

分[6], 也是医学科学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基础。著名

的德国细胞生物学家Wilson曾说过“每一个生物科

学问题的关键都必须在细胞中寻找”。但是, 医学细

胞生物学涉及了生物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多个

学科, 理论性强、内容深奥抽象、难以理解, 用传统

的教学方法(LBL)很难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因此, 如
何让学生系统地掌握细胞生物学的基础知识, 同时

主动及时地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态, 并培养学生对

这一课程的兴趣, 是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的重要任

务[7]。在以往的教学中, 我们比较注重已有知识的

传授,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死记硬背, 不太关心其与

自然状况下的“真实情况”之间的联系, 甚至在客观

上还很容易给学生造成“书上的知识都是对的”以及

“书上的知识就是这个领域的全部”等印象, 这样大

大限制了学生兴趣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在课程

讲授过程中, 学生注意力通常集中于刚开始的10~20
分钟,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仅有42%的内容会在讲

授过程中被记住, 一周后只有20%的内容存在于脑

海中; 而小组讨论却可以有大约75%的内容存在于

脑海中[8]。

我们所探索的以团队为导向的学习法(TBL)是
在传统的案例讨论教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9]。与

以往的案例讨论式教育相比较, 其最为突出的特点

就是更为强调团队在案例讨论中的作用。为了更好

地实施教学过程, 我们做了两份调查问卷对教学对

象的知识背景进行了分析, 结果(图1和表2)表明, 教
学对象大多具有较好的生物学基础。因此, 我们选

择了以往教学中作为自学部分的“细胞分化、衰老

与死亡”这一具有开放性和科学前沿性的教学内容

作为TBL教学的主题, 让学生可以有更大的自主学

习空间。

在实施教学过程中, 我们特别强调了以下两

点: (1)团队理念: 小组成员是一个竞争性整体, 组内

学生不仅应该分享学习收获、增加小组凝聚力, 更
需要共同承担竞争压力, 提高小组的综合表现能力; 
(2)合理分工配合: 一方面在小组内部设立组长进行

统筹管理, 可自主形成绩效机制, 促进成员各司其

职, 发挥长处; 另一方面班级整体讨论时, 每个小组

应针对不同的问题各有侧重, 互相补充, 互相交流。

为此, 我们设计了形成性评价标准, 对每个小组成员

在团队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 
虽然学生已形成了分享学习经验、交流学习体会的

良好气氛, 但在如此短期的团队学习中, 学生普遍仍

未形成真正的团队概念, 体现在团队未形成有效的

绩效机制。因此, 小组成员对于学习过程中的分工

不甚明了, 组长对于成员的管理欠缺有效督促, 导致

组内评分趋于同化, 未能体现团队成员差异。

从TBL教学后的调查问卷(表4)来看, 学生整体

对TBL的教学形式是肯定的。学生认为以团队为导

向的学习充分提高了生物学的兴趣, 并且通过TBL
的形式, 学生的表达能力、查阅文献能力、沟通能

力、协作能力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稍显不足

的是部分学生游离于团队之外, 没有全身心地投入

到TBL学习中, 致使他们的兴趣和能力提升不明显。

今后的TBL教学中要充分考虑怎么调动学生积极

性, 使学生们都能融入到教学过程中。 
综上所述, TBL教学方法对于《医学细胞生物

学》的教学是有促进作用的, 体现在学生利用课余时

间查阅了资料、提出了问题, 并尝试通过团队交流

解决问题。但是, 初次的尝试尚未达到理想的教学

目标, 体现在团队意识不强、合作能力不足等方面。

同时, 如何结合中医教育, 使学生深入思考《医学细

胞生物学》与中医理论的联系等问题, 都值得我们进

一步的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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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eam Based Learning in “Cell Differentiation, 
Aging and Death” Sections

Sun Zhumei, Ye Tingjie, Yan Xiaofeng, Wang Lu, Wang Xiaoling*
(Biology Office, Basic Medical Depart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We had taught the students in “Cell differentiation, Aging and Death” section of Cell Biology by 
team based learning. We know of students' profile, basic knowledge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team based learning can promote the biology teaching with the major role of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literature 
of team communication, and the ability of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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