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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章论述了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模式在不同教育场景中的历史发展与应用，回顾了

对 PBL 的相关研究，最后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建议。 
PBL 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医学教育，到了 90 年代，更多的医学学校将 PBL 作为

他们主要的教学方法。最近一些年逐渐被广泛地应用于高等教育和 K-12 教育的多个学科。

它将学习镶嵌于真实的生活中，聚焦于真实的、结构不良的问题，以学习者为主体，以教师

为主导，让学生自主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通过这一过程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增 
强学生终身学习的意识。该章作者认为，PBL 建立在建构主义学习假设的基础之上，同时也

基于情景学习理论。作为一种学习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论，它具有聚焦于问题、以学生为中

心、自我导向、自我反思、教师作为促进者（而不是知识传播者）等诸多特征。接着，他们

系统介绍了 PBL 的学习过程，系统回顾了 PBL 两个方面的研究，即学生学习结果和实施问

题。此外，还重点介绍了 PBL 中的问题设计模型与原理，并描述了 Hung（2006a）提出的

3C3R 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发的一个九步问题设计过程，从而把概念框架变成了一步步的

过程。最后，该章作者指出了未来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即问题类型、内在因素、分布式

PBL 的设计等。 
PBL 在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有着较长的历史，其过程也较为完善。然而，其在基础教育中

应用的时间较短，在应用过程中也体现出一些局限。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还更多的停留在

PBL 的基本过程和基本应用的层次上。国外的研究更加深入，注重细节，也更能解决一些实

际问题。展望未来，PBL 的研究与实践，除了循着该章作者提出的问题的类型、内在因素以

及分布式 PBL 的设计深化研究之外，还将针对 PBL 如何与新技术结合、不同学科中 PBL 应
用的比较研究、以及学习者因素对 PBL 的影响等焦点问题展开研究。 

 
【正文】 

基于问题的学习，可以定义为学习模式，也可以定义为教学模式，也许在今天这样一个

日益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文化和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学习模式与教学模式二者之间的界限

已经变得越发模糊了。 
这种新型的模式，重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通过一

系列问题的解决来进行创造性的学习，达到培养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的目的，为之后更

好的适应社会做准备。 
以问题为焦点启动课程，学生根据对问题的理解开展调查、执行探究，在整个过程中，

教师的角色不再是提供知识，而是创设问题情境，通过提问等方式引导、促进学生进行自主

学习。 
在这种模式中，问题都镶嵌在一定的情境当中，学生首先进行辨别；问题中含有许多未

知的、模糊的成分；问题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因此必须进行调查、探究，才能发现问题的

症结；问题的解决涉及到观察、推理、收集信息、整理信息、分析信息等一系列理解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知识和技能。所以，“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对问题的理解不同，

将直接导致教学后果产生较大差异。问题由教师精心设计问题或者师生合作提出，以问题为

焦点组织学生进行调查和探究，从而让学生了解问题解决的思路与过程，灵活掌握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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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识，进一步培养学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中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

经验，最终形成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当然，虽然 PBL 模式有很大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课程改革难，老师们

都已经习惯了某种讲授方式，重新开发新的课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像改变我们某种生活习

惯一样。此外，师生角色转变也很难，在 PBL 学习模式中，老师是帮助者，促进者，不仅仅

是知识的传播者，他们要学会建构合适的问题以辅助学生掌握内容、发展能力。同时，教师

还应该注意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细节，给学生学习推进提供纠正错误的暗示，为学生的研究提

供资源，监督学生完成任务。这种角色的转变对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老师来说，是一种全新的

改变，所以改变会有些难度。比如，有的老师习惯了讲授式的教学，难以习惯看着学生解决

问题存在困难时却不把自己拥有的信息告诉学生。同样，对学生来说，他们应有的变化也是

有一定难度。在 PBL 学习模式中，需要师生双方付出更多的时间，教师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

指导学生，学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和研究材料。上面提到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

都是可以克服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形成一个合适的问题。 
其实，教学过程本来是学生来建构知识、发现知识、转变知识和扩展知识的过程，教师

只是创造某种环境，学生们在这一环境中，在原有认知结构的基础上对所学到的内容进行加

工，进而获得某些知识，这样获得的知识会在长期记忆中保存，并在头脑中保持一种开放的

状态，可在今后的学习中进行重新加工或重新组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知识的主动构建

者，因为学习是学生自身的事，不能由他人施加于学生，也就是说学生不能真正地从教师或

课堂中被动地接受知识。因此教师教学的努力方向在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才干，应以“培育

和发展”的教学观代替“选择和淘汰”的教学观。 
在 PBL 模式中，教师扮演幕后者角色：精心设计问题，巧妙地指引学生，恰当地评估学

生的表现。教师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但绝不亲自提供任何答案。教师不再对学

生的学习“负责”，学习的第一责任人是学生自己，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而

不是对立的或者居高临下的关系，教师根据呈现给学生的“结构不良”的问题来设计“基于

问题的学习”课程，并且选择学生易于转换知识的概念，教师通过可感知的生活问题来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力，而不是靠外部的压力，如考试分数、等级排名等等。当然，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对教师作用的否定，只是要求教师的角色有所改变——从知

识的灌输者变为学生获取知识的指导者，承担起为学生提供选择、管理、组织和加工知识的

引导者和帮助者的责任。 
小组合作是 PBL 的核心。当给小组呈现初始问题后，学生们首先会激活头脑中与此问题

相关的已有知识，并根据已有知识、一般的观念和逻辑思考来建构解释这个问题的“理论”。

当一个成员调动起自己的已有知识的时候，这些知识可能会激活另一位成员在曾经看来不可

能的知识。一旦集体的知识被激活了，学习者就会开始详细解释他们知道什么，并尝试建立

起他们的知识与问题中所描述的现象之间的桥梁。通常，在小组讨论中，成员根据已有知识

对问题做出的许多解释会引起他们已有知识的第一次重建，并产生新的指向问题的知识结构。

由于不同的学生知道的东西有所不同或者思考着不同的东西，因此，理论的建构就变成了合

作的结果。 
PBL 模式固然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我国如果要大力推进这种模式，就会和现有的教育现

实发生一些冲突，比如教师角色转换与师资培训模式的不协调；学生自主学习与教育资源不

足的矛盾；人们结果导向的教育期望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 PBL 或新教学模式的实施。在人

们心目中，成绩和名次依然是衡量学生学习的核心标志，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

但是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改革现有教学模式，弥补现有教学不足是必要的，而基于问题

的学习无疑为当前的教育革新打开了崭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