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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基于雨课堂的BOPPPS教学模式的混合式教学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堂中的新特点，

旨在该教学模式将智慧教学工具课堂快速融合与高效应用于BOPPPS教学模型的混合式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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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BOPPPS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rain classroom 
in the classroom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aiming at the rapid integration and effi-
cient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tools in the classroom of BOPPPS teaching model in this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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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信息化浪潮推动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对教育行业也不例外。教育信

息化走入人们的视野，对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面对教育信息化巨浪，广大教师们需认

清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更新教育观念，并利用好已有的现代信息技术来服务学生，促进教学模式的革新。 
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一言堂”这种不平衡的课堂结构为主。师生课堂互动较少，学生的学习的主

动性较低。教师单方面输出，学生被动地接受，抑制了学生的个性与创造力，难以体现学生的学习主体

地位。而现代信息技术凭借其“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化”的特点创造的新型智

慧学习模式越来越受到师生们青睐。如：数字化、虚拟世界、云计算、网络视频、移动教学等新技术带

来了教育教学互动创新模式的形成[1]。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以突出，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促进学生自主

学习、个性化学习。 
有研究表明，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确实对教育行业的改

革与发展产生了良好影响，教学质量得以大幅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得到良好发展[2]。 
总体来说，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传统课堂中，可弥补传统教学中的诸多缺点，无疑是促进教学改革

和创新的一剂良方。本文试图建立基于雨课堂的 BOPPPS 教学模式的混合式教学理念，结合二者的优点，

设计一种新型混合式教学方式用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课堂，希望引起更多同行研究者的共同

探讨，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改革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2. 课程简介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是基础医学的核心课程之一，其主要研究生物体的分子结构与功能、物

质代谢与调节，遗传信息传递等内容，是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学医旅途中需要打好的“理论基石”。该课

程内容多、概念抽象,理论和机制都较为复杂，对大部分学生来说学习难度较大。传统课堂存在许多缺陷，

已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所以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尤为重要。基于雨课堂的 BOPPPS 教学模式的

混合式教学方式将会带来转机，使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课堂重新焕发生机[3]。 

3. 基于雨课堂的 BOPPPS 教学模式的混合式教学方式概述 

(一) BOPPPS 教学模型概述 
BOPPPS 教学模型最早由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 Douglas Kerr 于 1978 年所提出。该模型突出“以

学生为中心”，强调师生互动交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BOPPPS 教学模型针对教学目标

的达成，将教学过程分解为前后相互关联的六大模块，即导入(Bridge-in)、学习目标(Objective)、前侧

(Pre-assessment)、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Postassessment)、总结(Summary) [4]。 
1、导入(Bridge-in) 
导入就是正式进入课堂前的“吸引”环节，需要教师打造一把兴趣的“钩子”，勾起学生们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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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让同学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本次课堂中。 
2、学习目标(Objective) 
教师为学生们建立学习目标，阐明本堂课所需达到的学习效果，告知同学们需要掌握什么，本堂课

的重点是什么，明晰学习的方向。 
3、前侧(Pre-assessment) 
即为课前小测。教师可用提问、习题测试、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进行。对学生而言，可以及时发现

自身知识短板，在接下来的课堂中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对教师而言，前侧可以

帮助老师了解学生们整体基础知识水平，以便在正式授课中调整讲课的深度和进度。 
4、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 
参与式学习是 BOPPPS 模型中的核心部分，也是最能凸显“以学生为主体”理念的部分。所谓“参

与式”，即注重学生的参与，教师更多担任“引导者”的角色。教师需引导学生加入课堂表达，通过师

生的互动交流，最大激发出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教学效果。 
5、后侧(Postassessment) 
后侧为验收学生们学习成果的重要渠道。教师根据后侧结果对学生们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估，发现教

学盲点，进行教学反思，改良教学方案，争取今后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6、总结(Summary) 
教师引导学生们整理本次课堂内容，梳清知识脉络，进一步加深学生们的记忆。 
BOPPPS 教学模型(图 1)六个模块之间相互联系，环环相扣，提高了课堂的流畅度。同时，重视学生的

全方位参与和教学效果反馈信息的传达，力求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教师及时接收反馈信息对后续

教学活动进行调整。真正让“教师的课堂”变成了师生共同的课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Figure 1. Diagram of BOPPPS model 
图 1. BOPPPS 模型示意图 

 
(二) 雨课堂概述 
雨课堂是由清华大学基于新时代信息技术手段研发的面向高等教育的智慧教学工具，它凭其易用性

和实用性在师生中广受好评[5]。雨课堂操作简单，大部分的操作都是基于 PPT 和微信这两个使用频率较

高、有着广大用户基础的软件展开。也就是说，只要会使用 PPT 和微信，就能快速学会操作雨课堂，大

大降低了使用门槛。教师先在雨课堂中创立虚拟班级，再邀请学生们进入班级，最后在雨课堂的虚拟班

级里发布提前制作好的 PPT、练习题等学习资料。学生只需用微信扫描相应的二维码加入虚拟班级，即

可查看雨课堂内老师所发布的全部资料。且这些资料长期有效，可供学生们课堂内外随时随地查看，相

当于依托雨课堂平台形成了一个“线上课堂”。 
除了操作简洁，雨课堂另一大特点就是功能强大。就如同哆啦 A 梦的口袋一样，雨课堂也是一个藏

着诸多实用工具的百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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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PT 的课前推送与课堂同步 
在传统课堂中，PPT 只能在线下课堂中展示，PPT 的操作权也掌握在老师手中。有了雨课堂平台，

教师能在上课之前将 PPT 上传至雨课堂，同学们可以在手机等移动端线上观看 PPT，预习教学内容。PPT
也不单单局限于文字和图片，教师可在 PTT 中添加视频、习题、投票等内容。课堂上，教师所讲述的每

一页 PTT 都会同步推送至雨课堂中。学生除了可以观看投影幕上的 PPT 内容，也可直接查看雨课堂中的

PPT，很好的解决了部分同学“看不清投影幕上的 PPT”、“老师切换 PPT 后而破坏学习思路”、“笔

记没抄完”等问题。学生拥有了 PPT 的操作权，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听课节奏，达到个性化的学习效

果。 
2、练习题系统 
教师可以在 PPT 内添加练习题用于课堂测试，也可直接在雨课堂发布一套完整的试卷作为课后作业。

PPT 内的课堂习题可以设置答题时间，让学生们在限制时间内作答，作答完成后，教师可以选择性的公

布作答情况。作答题型有单选题、多选题、投票提。教师可根据教学需要选择添加不同的题型。 
3、“不懂”按钮反馈和弹幕讨论功能 
在大学之前，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同学受“安静听课，不打断老师讲话”的思想的束缚，以

至于进入大学后，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仅仅习惯于安静听讲，羞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懂”按钮反馈

和弹幕讨论功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鼓励同学们打破羞涩，循序渐进地参与课堂互动。雨课堂中每

一页 PPT 下方都会有一个“不懂”按钮。如果哪一页 PPT 有不懂的地方，学生可按下对应页数的“不懂”

按钮，教师会及时收到“不懂”反馈。弹幕讨论功能源于网络视频，许多年轻人喜欢在视频中发送弹幕

进行讨论观感。雨课堂引进了这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弹幕文化”，学生可以发送弹幕和教师或者其他

同学进行讨论互动，营造出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 
4、分组和小组作业 
教师可在雨课堂内对班上同学进行分组，建立虚拟学习小组。然后发布小组作业，要求小组成员们

合作完成，并以小组为单位提交答案。 
5、数据采集和分析 
雨课堂可以采集学生在各个教学环节中产生的学习数据，并分析整合。比如课前 PPT 的预习情况、

课堂的签到率、哪几页 PPT 被学生标记了不懂、练习题的完成情况和正确率等等。依托这些数据，教师

可以客观了解学生们的学习状态和效果，也让教师更好地评估自己的教学过程。 
雨课堂充分发挥了桥梁作用，在传统线下课堂与新型线上课堂之间搭起了桥梁，在教师与学生之间

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创造了一个高互动性、高效性、智能化、数据化的学习环境。 
(三) 雨课堂与 BOPPPS 教学模型怎样有机融合？ 
广义上的混合式教学是将科学技术或者是传播媒介与传统课堂教学活动相融合。将雨课堂与

BOPPPS 模型相融合的教学引入传统面对面式课堂中正是一种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在该混合教学模式

下，教师和学生两个角色将分“课前”、“课中”、“课后”三步走，共同完成教学任务。BOPPPS 模

型主要在“课中”部分发挥作用，雨课堂则贯穿于“课前”、“课中”、“课后”。在“课中”这个核

心环节，雨课堂与 BOPPPS 模型强强联手，有机融合，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教学课堂。BOPPPS
教学模型中的前侧、参与式学习、后侧环节都可借助雨课堂的答题系统、弹幕讨论、小组答题等功能完

成。雨课堂本身除了在“课中”辅助 BOPPPS 教学模型，在“课前”和“课后”两个学环节中，也能帮

助同学们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巩固与应用。雨课堂与 BOPPPS 模型的有机融合，加强了学生的学习主动、

积极与创造性，“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教学环节中师生之间紧密联系，保持高度的互动，诠释了“学

生为主体”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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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雨课堂的 BOPPPS 教学模型的混合式教学应用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课程的基本思路(图 2) 

 
Figure 2. Diagram of mix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BOPPPS teaching model of rain classroom 
图 2. 基于雨课堂的 BOPPPS 教学模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图 

 
(一) 课前准备 
1、老师提前推送学习任务单 
教师首先制作授课所需用的 PPT 和预习测试题试卷，并在上课前 48 小时前将 PPT 和试卷发布至雨

课堂的虚拟班级中，供同学们提前预习。PPT 内容除了涵盖知识点，还可根据教学需要插入慕课视频或

者网络视频、随堂练习等内容。 
PPT 前部分内容简单介绍课程特色、课程重点、学习目标等，让同学通过预习中能大概对所学内容

有认知上的把握。 
随堂练习则根据课堂的不同阶段来设置，前测是对同学们的基础知识进行摸底，题型应为基础性题

目。参与性学习环节，题目应紧随知识点，教师教到哪个知识点，就基于哪个知识点出题，以加深学生

的印象。后测是为了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应基于教学内容重点出题。课堂时间有限，随堂练习的时间

不宜太长，应通过设置限时答题来控制时长。 
预习测试卷会与 PPT 一同提前发送至虚拟班级中，需要同学们课前完成。旨在检测同学们的预习效

果，难度相对较低，为同学们正式学习前树立自信心。试卷中也可留下思考题给同学们思考，让同学们

能带着疑问上课。 
2、学生课前自主学习 
学生在微信收到雨课堂的预习通知后，自主观看 PPT 预习课程。因 PPT 会在课前 48 小时前发出，

所以同学们有充足的预习时间，可以个性化地规划预习时间。预习结束后，同学们对知识有了基本的自

我理解，再完成预习测试题试卷。 
3、教师获取预习情况反馈信息 
雨课堂对 PPT 预习情况、预习测试题作答情况进行采集分析，并将量化数据反馈给教师，教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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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知道班上有几位同学预习了 PPT，每道预习测试题的正确率等。根据预习情况，教师能发现学生们

的知识薄弱点，从而适当调整 PPT 内容。 
(二) 课中教学 
此环节 BOPPPS 教学模型正式登场，教师和学生将利用雨课堂，按照 BOPPPS 教学模型的流程共同

完成教学任务。 
1、导入 
教师发挥创造力，设置一个充满趣味性引言，可通过讲故事、提问题、联系时事热点或者联系学过

的知识等方式制造话题，勾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与好奇心，将其注意力聚焦到课堂上来，从而顺利进入

下一教学环节。 
2、学习目标 
面对全新的知识，许多同学难免会一头雾水，这时就需要老师清除迷雾，指明一条正确的学习方向

——建立学习目标。有了导入的铺垫，此时学生们的注意力已集中到课堂上，对课堂内容产生了一定的

兴趣，也是记忆力较强的时间点。教师应把握机会，帮助同学们建立学习目标，简要阐明学习目的、重

点与难点， 
让学生们明白“这节课我要学会什么”。 
3、前测 
教师通过雨课堂发送若干道限时练习题，检查同学们的预习情况，也是对同学们的基础知识掌握情

况进行摸底。练习发布后，同学们的微信收到消息通知，然后进行题目作答。前侧的目的并非检验学习

结果，所以过程中教师应多给予学生们鼓励，不必把前侧的得分计入学习成绩，让同学们大胆作答，释

放学习激情。前测完成后，雨课堂将采集分析好的量化成绩结果发送至教师，教师根据成绩结果了解同

学们的知识薄弱点，在之后的授课中重点讲解。 
4、参与式学习 
老师开始讲课，学生们认真听讲，理解掌握知识点，这也是所有教学行为的最终目的。老师单一地

输出往往容易造成课堂气氛的沉闷，出现学生不愿意听、注意力不集中，易被外来事物干扰的局面。这

就需要教师随机应变，灵活运用雨课堂的各种功能与学生们积极互动，让同学们真正做到参与式学习。 
教师每讲完一个知识点，就在雨课堂向学生们推送相关限时练习题。设置奖励机制，练习的得分情

况与期末成绩挂钩。花费少量的时间就能把学生们的注意力拉回课堂，也能加深对知识的记忆，实现教

室中上百人思维的同时涌动。在做题时，学生忘记了某个知识点，也能在雨课堂返回该知识所在的 PPT
页面，重温知识点。 

在讲到重难点时，若学生们听不懂，易挫伤信心，失去继续学习的欲望。而有了“不懂”按钮，同

学们不必再“尴尬地”举手发言或者打断老师的讲话，只需轻轻按下不懂的知识对应的 PPT 页面上的“不

懂”按钮，即可匿名向老师表示听不懂。教师也应随时在雨课堂关注学生们不懂的情况，对于大部分学

生都不懂得知识点，要多讲解几遍，帮助同学们走出不懂的泥潭，重塑自信心。 
学生们在雨课堂发送弹幕，弹幕会公投在 PPT 页面，实现与师生间的密切互动。不懂的知识点可以

发送弹幕进行提问，也可以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弹幕释放了学生们的表达欲，让

同学们以无言的方式参与进课堂，拉近了师生间的心理距离。课堂在保持安静，不打扰老师讲课的同时，

也能呈现出热烈活泼的氛围。弹幕开关由教师控制，如果弹幕讨论过于热烈，使课堂脱离原来的轨道，

教师也能选择关闭弹幕，点到为止。 
5、后测 
教师教授完所有知识点后，再次使用雨课堂发布限时练习题，学生们答题。后测是对同学们知识掌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35


彭小珍，吴红霖 
 

 

DOI: 10.12677/ae.2024.141135 880 教育进展 
 

握情况和应用能力的初步检验，题目难度可以适当加大。同样，得分情况期末成绩挂钩，吸引同学们答

题，减少同学们因临近下课导致的注意力的流失。 
6、总结 
课堂进入尾声，教师总结本堂课的重点，梳理知识网络。如果时间充分，教师还可以请同学们站起

来自行总结，把课堂交给学生，充分给予学生们表现的机会。 
7、课后检验 
下课后，教师在雨课堂发布课后作业和视频来检验同学们的学习成果。学生们通过课下“翻转课堂”

来加强认知的构建与知识的应用。所谓“翻转课堂”，顾名思义，就是把课堂翻转过来。一方面是空间

上的翻转，把课堂搬出室内，逃离空间的束缚，让学生们在室外也能汲取知识。另一方面是师生角色的

翻转，学生成为知识的主动探究者，教师则为学习的引导者。 
空间上的翻转，体现在课后教师发布的视频上。教师在雨课堂发布与课堂内容相关的拓展慕课视频、

网络视频或者视频链接，供学有余力的同学强化提高。学生们可以个性化的调整学习时间，在线上观看

视频，自主学习。对于不懂的地方，可以在雨课堂虚拟班级的讨论区讨论或者私信询问教师，教师帮助

答疑解惑，实现师生线上 1 对 1 辅导。 
师生角色的翻转体现在课后作业上。经过课堂上老师的传授，以及课后在线的自主学习，学生们已

经学有所成，此时更需要注重的是如何将零散的知识点武装起来并加以应用。相对于课前、课中单一的

题型，课后练习题的题型可以更加丰富，比如加入客观题、讨论题、病例分析、绘制思维导图等，鼓励

学生们主动思考，自主探究。题目背景可以与临床病例，培养学生将生化知识与临床联系的能力，引导

学生们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答题形式也不拘泥于个人答题，也可以分成小

组，多人协作，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答题。教师在雨课堂内分好虚拟学习小组，小组成员之间相互交流，

积极讨论，最终得到答案。在团队协作中，每个人都出一份力，每个人都有参与感与成就感，让同学们

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充分享受到团结和思考的乐趣。 
教师也不必批改每个人的作业，而是以组为单位批改小组作业。教师在雨课堂线上对各小组进行指

导，各小组也可以在雨课堂直接向老师提问。不仅减少了教师的工作量，还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 

5. 结束语 

笔者认为，综上分析的混合式教学，除了能达到“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这一最直观效果，还

有许多潜在的优点。比如：① “参与式学习”给予师生间更多交流的机会，拉近了师生的距离，让学生

打破教师“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促进和谐友好的师生关系的形成。②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给了

同学们更多地表达的机会，沟通能力与社交能力得到锻炼，这对未来需要常与病人沟通，调节医患关系

的临床医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③ “课前”与“课后”环节都要求学生们自觉、自主地学习。潜移默

化中，也使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④ 雨课堂服务于混合式教学课堂，混合式教学课堂反过来刺激

雨课堂的更新优化，推出更多的实用功能。一定程度上助力了现代教育技术蓬勃发展。 
混合式教学也给教师们带来了挑战，教师除了具有专业的知识储备，教学策略的安排、课堂节奏的

把握、与学生的沟通等能力都需要更上一层楼。并非所有教师都有足够的能力实施混合式教学，若教师

自身本领不够硬，强行套用该混合式教学模型，反而会适得其反。 
总而言之，“将智慧教学工具课堂应用于 BOPPPS 教学模型的混合式教学”优势明显，值得尝试在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课堂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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