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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化学课堂传统教学模式的制约性日益明显，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成为一种趋势。

本文将“雨课堂”教学工具和高中化学线下课程结合起来，建立以“雨课堂”为基础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阐述其优点及注意事项，旨在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加师生间互动，提高教师“教”和学生“学”

的效率，为高中化学课程教学提供新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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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triction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in high school chemistry classroom is becoming in-
creasingly obviou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mixed teaching has become a trend. In 
this paper, the teaching tool of “rain classroom” is combined with the offline courses of high school 
chemistry, establishing a mix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rain classroom”. It expounds the new 
mode’s advantages and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ncreas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eachers’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and provide a new example for high school chemi-
stry-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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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我国急需培养创新的、有知识、有担当的青年。传统培养方

式以教师机械灌输为主，师生很少互动，学生不注重预习复习。同时，教师机械批改作业，缺乏有效的

学习数据，很难把握整体的教学方向导致教学效率低[1] [2]。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培养创

新型人才来适应当前飞速发展的时代。因此以增加学生主体性和师生互动、减小教师工作量为目标的课

堂教育改革成为讨论热点。“自学·交流”、“大单元教学方式”以及“网络环境下的自主课堂”等自主

学习模式盛行一时，然而“自主·交流”学习模式属于“拔尖”，难以兼顾大多数同学的学习情况；针对

课堂设计的“大单元教学方式”按照事前设计好的教案进行活动，教学相对僵化，无法随着课堂情况、

学习状况做调整。“网络环境下自主课堂”将教师和学生分割开来，师生互动极少，教师不能了解学生

知识的掌握程度。在线教育自主学习能够很好地实现某些教育目标，但仍不能代替传统的课堂教育[3] [4]，
如何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高中化学课程中落实成为难题。 

“雨课堂”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工具应运而生，它结合传统教学和网络教学的优势，巧妙地融入到

powerpoint 和微信[5] [6]，科学地覆盖了课前–课中–课后每一个教学环节。教师可以将课件、习题或各

种课外资源传到学生手机，学生主动学习后将学习结果反馈给教师，以便教师把握整体的教学方向，调

整教学进度；学生的“不懂”和评论被教师及时收到，学生的学习结果得到及时的反馈。增加了师生之

间的互动，构建了师生交流的平台，有利于教师分层教学，提高教学效率。然而，将雨课堂落实到高中

实际教学中的案例较少。因此，本文设计了一种以“雨课堂”为辅助工具的高中化学课程教学模式，将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落实到实际课程中，以分层次构建课前、课中、课后的任务为主线，习题为导向，引

导学生自主预习，注重课堂学习以及充分的课后复习，并借助雨课堂成绩统计功能实时监测学生知识掌

握程度，便于教师分析学生知识掌握的薄弱环节。通过这种教学模式来提高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帮助

学生理解课堂知识，减轻教师机械批改作业的无效工作量，为高中教师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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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雨课堂”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构建 

基于“雨课堂”的高中化学课程教学模式在现有的常规教学模式基础上，针对学生不预习不复习，

知识无法迁移应用，师生互动时空阻隔的问题，借助“雨课堂”的课件发布及习题统计功能，在课堂关

键性节点设置必要题目，实现有效课堂，避免学生和教师课下耗费时间和精力。一方面，教师在课前设

置习题引导学生查阅书本，课堂检测习题提高学生注意力，课后复习题深化巩固。另一方面，“雨课堂”

成绩统计功能可做到实时监测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将全体学生的学习结果统计成数据表，便于教师分

析学生知识掌握的薄弱环节，从而重点突破，重点讲解。  
“雨课堂”助力下的高中化学课程教学模式贯穿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为师生积极互动提供

了桥梁。以下分别通过教学准备工作和教学实施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2.1. 教学准备工作 

以“雨课堂”为基础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中的教学准备工作主要是习题库的建立。课前教师应做好预

习课件、课堂习题及课后习题。预习课件以基础知识为主，增加学生自信，使学生对整节课程内容有初

步的了解。建议通过引用化学史、生活现象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对一些较难理解的内容进行语音讲解，

每个知识点所对应的教材页码标记清楚，帮助学生快速有效的学习。课堂习题课件的制作针对所讲知识

的重难点，课后习题针对学生所需要掌握的知识进行设计。在课件的制作过程中需要注意，出题的角度

新颖，题目语言简洁易懂，难度适中(课后习题可选择增加挑战性题目)，版面整洁，可做重点标注，答案

标注课本出处，帮助学生养成翻阅课本的习惯。 

2.2. 教学实施 

2.2.1. 课前 
教师可以将带有 MOOC 视频、习题、语音的课前预习课件推送至学生手机[7]，规定学生在特定时间

内完成，标记“不懂”。教师接收学生课件预习反馈，掌握学生的疑惑点和薄弱点，依此对教学设计进

行改进。对预习不认真的同学进行标注，通过课上提问等方式对其起到督促作用。 

2.2.2. 课中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在一个重要知识点讲授完毕后，在“雨课堂”中发布相应习题，根据学生

题目完成的数据反馈了解学生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对大部分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点进行重复讲解，对于

表现良好的同学，可使用“雨课堂”的“红包”功能进行奖励，将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迅速提升。对于

表现较差的同学，通过提问等方式提高其注意力，引导其发言提出疑问。 

2.2.3. 课后 
教师在授课结束后，将课后巩固习题发送到学生手机，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答题[8]。教师及时批

改后，对多数学生的疑惑点进行标记，并反映在下节课的课堂内容上，调整教学进度难度，改善自己的

授课方式。对“预警”学生进行课下有针对性的指导[9]，“优秀”学生进行表扬。 

3. 以高中化学实验基本方法课堂为例的教学实践 

检测习题发布后，习题完成情况反馈到教师手机，教师通过每个习题的正确率(如图 1 的第一题、第

二题和第五题正确率较低)，来判断学生易混淆、难理解的知识点，从而在课上有侧重的进行讲解；对单

个题目做错较多的选项(如图 2 的 D 选项)进行分析，揣测学生出错的原因，在课上直戳痛点；综合此次

课程检测习题的总分数了解大多数同学的掌握情况(如图 3 绝大部分同学及格，甚至将近一半同学都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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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说明大多数同学本节课程掌握较好)，对易错知识点及重难点进行多次巩固，调节下次课堂的进度和

难度，反思自己，尝试使用多种方式进行知识点的讲授。 
 

 
Figure 1. The correct rate of a single question 
图 1. 单个题目正确率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item choices 
图 2. 题目答案选项分布 

 

 
Figure 3. Total score for class exercises 
图 3. 课堂习题总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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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雨课堂”教学工具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中化学课程中实施以来，师生有效互动大大增加，

学生学习兴趣高涨，师生“教”“学”效率大幅度提升。为了解学生对高中化学课程中“雨课堂”助力

下的教学模式认可度，考查教学效果，我们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随机访谈。问卷调查围绕课前、课

中、课后三部分的六大评价指标，即自主预习、交流互动、单元测试、单元作业、课堂表现和课堂展示，

随机访谈主要聚焦学生对该课程的总体评价和建议[10]。 
在自主预习上，90%的学生认为“雨课堂”预习习题的发布使自己更多的翻阅教材，提高了自主学

习能力；在交流互动上，89%的同学认为“雨课堂”教学工具的使用，增加了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在

单元测试和单元作业上，91%的学生认为“雨课堂”助力下的教学模式提供了新的作业形式，有助于知

识的学习和巩固，作业完成度更高；在课堂表现上，89%的学生认为新的教学模式提升了学习兴趣，学

习更积极主动；在课堂展示方面，89%的学生认为课堂氛围更加积极活跃，学习热情更高。 
在随机访谈中，大部分学生对“雨课堂”助力下的教学模式有积极的评价，他们认为自己的学习兴

趣被充分地调动起来，自主学习能力有很大提高，跟教师的互动更加频繁高效，教师授课重难点更加清

晰，知识掌握更加透彻。从问卷调查的结果看，学生对以“雨课堂”为基础的教学模式认可度较高，对

高中化学知识的获得感较强，其实施效果符合高中化学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 

4. 基于“雨课堂”平台的教学模式的效果及反思 

4.1. 增进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提高“教”“学”效率 

“雨课堂”可以实时收集学生的知识点掌握数据，教师据此调整教学进度，对疑难知识点进行有针

对的讲解，因此以“雨课堂”为基础的教学模式解决了传统课堂的时间、空间阻隔，促进教师高质量互

动。 

4.2. 节省时间，减少教师教学中的低效工作量 

这种模式下，教师不用花大量的时间机械批改作业，却仍能清楚每一位同学以及全班同学的知识掌

握情况，对个别学生进行单独辅导，做到分层教学，也可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反思自己，改进教学方式。 

4.3.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 

此教学模式一改往日教师没收手机、禁用手机的策略，将手机的选择权和使用权还给学生，学生可

以随时随地查阅“收藏”的高价值习题而不再受到时间和场所的约束，及时收到学习的反馈跟上课程进

度[11] [12]，对自己掌握知识的情况有清楚的了解，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学习积极性。 

4.4. 新教学模式实施的困难及可能的解决方式 

学校为了提高学生成绩、便于管理等目的，多数明令禁止手机进入校园，这也是混合式教学模式进

入高中校园最大的困难和限制。然而，在寒暑假及节假日等时间普遍存在学生和教师互动少，学习兴趣

不高，家长教授困难的情况，“雨课堂”新型教学模式可以从此处切入充当桥梁，带给师生便利。另外，

市面上逐渐出现了一些小黑屋、番茄 to do 等手机管理软件，用来引导学生积极利用网络资源和手机软件，

引起不少高校注意，“雨课堂”新型教学模式有望于在高中课堂推广。 
部分同学会出现对教师发布的课件和视频只点击却不认真学习[13]、甚至抄袭作业的现象。针对此问

题，教师在题目发布时应该设置学生完成题目的合理时间，并且注意学生学习时长的反馈，从而对学生

起到督促作用。同时，教师在课上应根据学生平时的水平及“雨课堂”的数据反馈，对学生进行提问抽

查，防止学生敷衍作业或抄袭。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4192


闫明雪 等 
 

 

DOI: 10.12677/ae.2021.114192 1251 教育进展 
 

5. 结语 

“雨课堂”平台助力下的高中化学教学模式颠覆了传统的授课模式，师生通过“雨课堂”紧密联系

在一起进行有效的互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极大地提高，学习效率明显增高。同时教师教学效率

大幅度提升，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教学改进和反思。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将进行进一步探索，将其

催化成更成熟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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