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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TBL 教学法在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中的作用分析。方法：选择在我校就读的学生进行调查，此次调查共选取 2 个班级，分别为 A
班 38 名学生与 B 班 39 名学生，时间为 2018.5 至 2019.3。将 A 班学生作为对比组，将 B 班学生作为实验组。对比组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实验
组采用了 TBL 教学方式。分析两组最终教学结果。结果：（1）对比组论述分析题得分结果、选择题得分结果和实验组相比较低，两组差异
明显，P=0.0000；（2）对比组文献综述得分结果和实验组相比较低，两组差异明显，P=0.0000；（3）对比组总成绩和实验组相比较低，两
组差异明显，P=0.0000。结论：TBL 教学模式属于新型教学模式之一，在实施中能够弥补既往教学方式的不足之处，同时可提升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解决问题以及翻阅资料的能力，此教学方式应用效果理想，值得借鉴与应用。 
[关键词] TBL 教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中图分类号：G633.98  文献标识码：A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是我院校重点学科，此学科涉及到的疾病、案例

范围比较广，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系统性。大多数学生在学习此学科基础

知识中都存在一定的枯燥反应，因此趣味有效的教学，可提高学生的知

识掌握程度。为了更好的传授知识，采用了 TBL 教学法，具体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择在我校就读的学生进行调查，此次调查共选取 2 个班级，分别

为 A 班 38 名学生与 B 班 39 名学生，时间为 2018.5 至 2019.3。将 A 班

学生作为对比组，将 B 班学生作为实验组。对比组，男性与女性学生分

别为 28 与 10 名，年龄在 20-21 周岁，平均 20.5 岁。实验组，男性与女

性学生分别为 22 与 16 名，年龄在 20-22 周岁，平均 20.9 岁。对比组与

实验组学生一般资料并无差异，P 值，>0.05。 

1.2 方式  

对比组采用传统教学方式。 

实验组采用了 TBL 教学方式，具体情况如下：（1）课前准备：在授

课一星期老师提前发放教学相关内容，同时布置任务，提高教学资料以

及提纲，要求学生能够查阅资料，提前预习；（2）课堂教学：针对于授

课前发放的案例以及资料，要求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发表意见并进行总

结，小组成员互相评分，同时进行组间讨论；（3）课堂测验：在本节课

程中，老师要准备两份题型以及难度比较相近的试题，将第一份试题方

法给学生，学生在规定时间中独立完成，同时将试卷回收；第二份试卷

由小组讨论下答题。 

1.3 指标观察和评价 

观察授课结果。从课程考试成绩方面进行分析。课程考试成绩包含

了理论考试、文献综述以及总成绩，成绩越高证明授课效果越佳。 

1.4 统计学方式 

应用 SPSS 软件（22.0 版本），计数资料（率）行χ2 检验，P<0.05

时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理论考试成绩分析 

对比组：参与调查的 38 名学生中，论述分析题得分为 24.89±2.19

分，选择题得分为 26.11±1.59 分；实验组：参与调查的 39 名学生中，

论述分析题得分为 33.32±2.11 分，选择题得分为 30.05±2.61 分，对

比组论述分析题得分结果、选择题得分结果和实验组相比较低，两组差

异明显，P=0.0000。 

2.2 文献综述得分分析 

对比组：参与调查的 38 名学生中，文献综述得分为 21.59±2.39

分；实验组：参与调查的 39 名学生中，文献综述得分为 28.46±2.17

分，对比组文献综述得分结果和实验组相比较低，两组差异明显，

P=0.0000。 

2.3 总成绩分析 

对比组：参与调查的 38 名学生中，总成绩为 78.29±2.15 分；实验

组：参与调查的 39 名学生中，总成绩为 89.51±2.16 分，对比组总成绩

和实验组相比较低，两组差异明显，P=0.0000。 

3 讨论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是重要的学科之一，具备一定的综合性以及系统

性，而且所涉及到的临床个案情况比较多，例如婴幼儿神经管畸形、脚

气病、夜盲症等，而食品卫生方面又涉及到了化学性食物中毒、副溶血

性弧菌食物中毒等，因此有效的教学可提高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在以往

教学中，常用教学方式为传统教学方式，以填鸭式教学为主，虽然这种

教学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相关知识，但运用效果不

是十分理想。为了提高学生理论知识掌握情况，采用了 TBL 教学方式。

TBL 教学属于新型的教学方式，在运用中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以及

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自主翻阅以及查阅相关资料，同时也能够自主的

去网站查血相关案例，这样可以使学生能够自主学习相关内容。在课堂

教学中，还组织学生对当下目前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科学热点进行讨论，

并主动发表见解，撰写有关综述，大幅度的提升了学生综合能力以及小

组、团队的合作能力，同时也提升了协作竞争意识。通过本文分析，得

出如下结论：对比组论述分析题得分结果、选择题得分结果和实验组相

比较低，两组差异明显，P=0.0000，通过以上结果得知，此教学方式可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且这种教学方式还具备：（1）提升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同时可帮助学生建立自主学习观念意识；（2）提升学生分析

以及利用、翻阅相关资料与文献的能力；（3）提升学生团队合作意识，

提升自主解决问题能力。 

综上所述，TBL 教学模式属于新型教学模式之一，在实施中能够弥

补既往教学方式的不足之处，同时可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解决问题

以及翻阅资料的能力，此教学方式应用效果理想，值得借鉴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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