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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阐述了基于学习通和雨课堂的大学物理课程线上教学实践。灵活应用智慧教学工具的实时连麦、限

时答题、投稿、弹幕等互动手段增强了教学效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线上教学中引入翻转课堂、

课程思政等教学环节。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论述了线上直播教学的实现过程，以期为特殊时期

提升理工科公共基础课线上教学效果提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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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online teaching practice of University Physics based on the teaching 
platforms of Xuexitong and Rain Classroom. The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the smart teaching tools, 
the interactive methods such as real-time microphone connection, time-limited answering, post, 
and barrage enhances the teaching effect. With th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line teach-
ing introduces the flipped classroom,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tc. The rea-
lization process of online live teaching is discussed from three stages in this paper: befor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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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class and after class,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onlin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public basic course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special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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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突然来袭，为保证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教育部做出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的决定[1]，高校教师纷纷进行线上教学实践和探索研究[2] [3] [4]。大学物理课程是高等理工

科学校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必修的公共基础课，通过该课程学习，为后续相关课程奠定所需要的物理学

基础。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大环境，笔者经过几轮大学物理课程线上教学实践，达到了“实质等效”

的教学效果。本文总结了线上教学的设计与创新点，为高校理工科公共基础课教学提供了借鉴和依据。 

2. 授课对象 

机电工程学院 139 名 2021 级本科生。 

3. 智慧教学工具 

超星学习通、雨课堂 V5.2。 
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自建教学视频资源库以及课程思政资源库用于课前导学使用。 
雨课堂是由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共同开发的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智慧教学工具，具有强大的数据采集

与分析功能。雨课堂 V5.2 版本深度融合了腾讯会议，老师通过雨课堂开启腾讯会议，满足课上远程音视

频互动需求，学生可在腾讯会议中直接访问雨课堂参与互动，无需在多个应用间切换。开课时自动录制

回放，课后复习无缝衔接。 

4. 疫情期间的大学物理课程线上教学实践 

2022 年 3 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再次突袭沈阳。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第一时间实施校园封闭管理，

开启全面网上直播式的授课模式。这是穿越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边界，跨时空、跨地域的在线教学新形

态。在不同的教学形态下，相关的教学设计、教学手段都要有所改变。教学设计要体现“共鸣”，教学

手段要体现“智慧”。疫情的特点在变，教学应对就得变，我勇于尝鲜、乐于尝鲜，探索在线教学方法、

制定课程在线教学方案、做好教学反思。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服务课堂而不是主导课堂，打造优质高

效的教学，保证全面线上课程的“实质等效”。利用教学平台，将作业布置、辅导答疑等重要环节常态

化，体现时时可学习、处处可学习的在线教学优势。 

4.1. 课前导学 

经教学团队充分研讨，团队教师将知识碎片化处理，把知识点细化为短视频，上传到超星学习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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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平台，并根据视频内容布置课前作业。学生自主进行学习，独立完成课前学习任务。这些任务点的掌

握将提升学生在课中直播授课中的学习效果。学生所有的学习过程将在学习通上留下痕迹和相应分数，

为过程性考核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4.2. 课中线上直播授课 

基于深度融合腾讯会议的雨课堂 v5.2 版本开启授课，合理地设计弹幕、投稿、限时推题、随机点名、

连麦等教学活动，有利于改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建立优良的教学环境。在雨课堂的助

力下，全过程学习数据的采集与分析不但使教师可以更有效地组织及掌控教学，而且为实现公平公正地

过程性考核提供多维度的数据依据。 

4.2.1. 课堂互动 
全新的模式使课堂互动方式多样灵活，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参与度和参与热情。进行更为精细的教

学设计，精炼教学内容，增加课堂互动的频率，拉近师生关系，强化师生互动。通过连麦、学习反馈、

知识众筹、手写板等方式来实现课堂互动。 
1) 连麦互动 
通过雨课堂实时连麦功能，可以实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效。实时连麦功能很好拉近了师生距离，让

师生跨越时空阻隔，一起讨论学习内容，使得网络教学的反馈程度大大贴近线下的课堂教学。 
2) 学习反馈与知识众筹 
根据课程内容需要，设计若干道选择题，在讲解一个知识点后，推送给学生，进行限时答题互动

如图 1 所示。利用雨课堂统计数据的功能快速准确的掌握学生对该知识点的理解情况，这样的数据反

馈方式对于线下课堂教学也是极为适用的。直播式课堂中，教师无法通过姿体语言和眼神互动方式与

同学们进行交流，也不知道远程同学们的学习状态，那么师生如何进行集体知识创造？通过雨课堂的

弹幕、投稿和词云功能，达到了知识众筹效果。对于一些需要计算过程的问题，学生作答完毕后，以

拍照片或视频的形式通过雨课堂投稿功能发给老师，老师在手机端浏览学生的投稿，将优秀的投稿投

屏给全班学生观看并进行点评如图 2 所示。在实践中证明，这样的方式确实起到了调动同学学习积极

性的作用。 
 

 
Figure 1. Class interaction—choice questions 
图 1. 课堂互动——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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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lass interaction—post 
图 2. 课堂互动——投稿 
 

3) 手写板互动 
由于大学物理课程有很多理论推导过程，若只是课件演示，学生会感觉晦涩难懂，我通过手写板

与学生互动，一步一步的给同学们推导，引领同学思考问题如图 3 所示。若有学生通过弹幕提问，教

师可以随时用手写板在电脑端与学生互动。对于一些动态的图形演示部分，采用的是 flash 动画的形式

展示给学生，手写与动画相结合，达成了最佳的教学效果。 
 

 
Figure 3. Class interaction—drawing tablet 
图 3. 课堂互动——手写板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6213


聂琴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6213 1328 创新教育研究 
 

4.2.2. 线上教学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在翻转课堂教学中，可以充分的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在教学中取得很好的教学评价。在疫情的特殊时期，翻转课堂的形式和内容也需要灵活调整，将班级同

学以寝室为单位分组，小组成员共同完成一个视频作业。将作品优秀的视频在课堂上翻转展示，起到了

榜样激励的作用。通过翻转教学，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深入理解，达到题目会做，理解深刻的学习效

果。在后疫情时代，翻转课堂的内容选择上可以适当提高难度，可以安排课程相关思政内容，给学生布

置查资料-备课-讲课的任务，更有利于促进小组成员的分工合作，达到绝大多数同学作为主人公参与其中，

并有所收获。 

4.2.3. 融入课程思政教育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5]，在大学物理课上要充分

挖掘思政元素，如在力学部分，讲解动量定理时，可介绍火箭原理，并利用网络资源搜集我国矢量发动

机研制成果介绍，激发同学们的爱国情怀；再比如讲到角动量守恒定律时，介绍脉冲星形成过程及脉冲

星导航技术，还有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技术等，鼓励同学们要有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努力学习，

未来去解决那些还没有攻克的技术难题。当下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不论老师还是同学，内心都会有一

些惶恐，利用授课契机，精选一些抗疫原创歌曲在课前 10 分钟播放，利用课间休息 10 分钟通过播放抗

疫宣传片视频的形式，向学生广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鼓励学生听从指挥、做好防护，安心学习。 

4.3. 课后巩固提升 

通过雨课堂进行线上测试如图 4 所示。对于学生的测试结果，雨课堂有详细的分析报告，判断哪些

知识点容易出错，哪些知识点容易掌握。基于学习通和雨课堂，建立多元化的过程性评价机制，形成良

好的激励机制，有效提升学生课堂内外学习的积极性与自主性。 
 

 
Figure 4. Test paper 
图 4. 测试卷 

5. 结束语 

后疫情时代，疫情发展仍存在极大地不确定性，疫情防控仍是常态任务，我们既要发挥线上教学优

势，又要坚守传统课堂这块阵地，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优点，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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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型的教学模式。构建课前预习、课中知识传递、课后复习的线上线下形式灵活应用和转换，穿插

随堂测试、翻转课堂、课程思政等多样师生互动融合式教学模式，形成自学与教学相长、课下与课上互

补、空间与时间拓宽的多维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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