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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课堂”在有机化学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黄海燕ꎬ狄玉丽ꎬ罗　 茜∗

(西昌学院理学院ꎬ四川 西昌 ６１５０１３)

摘　 要:信息化技术在高校教学实践中的应用ꎬ是教育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ꎮ 雨课堂作为互动式教学平台ꎬ如何将信息化技

术与有机化学课堂教学深度融合ꎬ对培养高素质人才意义重大ꎮ 为提高有机化学课程教学质量ꎬ根据学校培养计划、教学大

纲和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中遇到的问题ꎬ分析有机化学课程性质及教学现状ꎬ对雨课堂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进行探索ꎬ阐述应

用雨课堂进行课程教学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ꎮ 结果表明:雨课堂的应用对提升学习效率、学生课堂参与度以及学生注意力等

方面有较大促进作用ꎬ能较好监督课程教学ꎻ８４.７８％的学生希望在以后教学过程中继续使用雨课堂ꎬ对雨课堂是否提升教学

效果持肯定态度ꎮ 雨课堂应用于有机化学课程教学取得了一定成效ꎬ符合新时代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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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Ｏ６２－４ꎻＧ４３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８９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２５￣０４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ꎬＤＩ ＹｕｌｉꎬＬＵＯ Ｑ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Ｘｉ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Ｘｉｃｈａｎｇꎬ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５０１３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Ｘｉ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ꎬ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Ｒ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ｃｌａｓ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ꎬ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ｂ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８４.７８％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ｐ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ｕｓｅ Ｒ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ꎬａｎｄ ｈｏｌｄ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Ｒ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ｒｏｏｍ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ｇｏ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ꎬｗｈｉｃｈ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ꎻ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ꎻ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ꎻ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雨课堂是清华大学与教育部联合开发的基于

ＰＰＴ 及微信的智慧课堂平台ꎬ该平台将信息技术与

教学深度融合ꎬ让学生全过程参与到课程教学中ꎬ
体现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１]ꎬ在调动学生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能力、加强师生沟通交流、督
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雨

课堂作为互动式教学平台ꎬ可满足教学者和学习者

的不同需求ꎬ教师可利用雨课堂进行课堂签到、随
机点名、发布练习题、推送课件等ꎬ学生可通过雨课

堂参与讨论、发送弹幕、标记 ＰＰＴ、观看视频等ꎬ让学

生选择适宜自身的时间和地点ꎬ全方位参与到教学

过程中ꎮ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当代大学

生学习习惯和特点不断变化ꎬ教师必须转变原有教

育观念ꎬ充分利用雨课堂等信息化技术ꎬ落实好教

书育人的重要任务[２]ꎮ 刘翠等[３] 研究表明:结合雨

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ꎬ可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

趣ꎬ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ꎬ教学效果得到 ８０.
９８％学生的认可ꎮ 吴秀云等[４]基于雨课堂构建生物

化学教学模式ꎬ在增加学生参与度、加强师生互动、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ꎮ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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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雨课堂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进行了相应的思

考和探索ꎮ

１ 有机化学课程性质及教学现状

有机化学课程是应用化工技术、药品生产与分

析技术、食品生产与分析技术、环境分析技术等必

不可少的基础课程ꎮ 课程内容覆盖烷烃、烯烃、炔
烃、脂环烃、芳香烃、卤代烃、醇酚醚、醛酮、羧酸及

衍生物、含氮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等章节ꎮ 学生应

系统学习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及学习方

法ꎬ同时在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分
析解决问题能力、获取知识及表达应用能力ꎮ 有机

化学课程为培养适应新工科背景要求ꎬ能从事化

学、环境、食品等相关行业生产、科研、管理等工作

的现代化人才打下基础ꎮ 但有机化学课程内容广、
难度大ꎬ以下通过不同对象角度分析有机化学教学

现状ꎮ
１.１ 学生角度

有机化学开课时间为大学 １ 年级下期ꎬ学生尚

未适应从高中阶段学习模式向大学阶段学习模式

的转变ꎬ停留在教师为主导的学习方式ꎬ学习主动

性低下ꎬ独立思考能力欠缺ꎬ无法适应大学课程的

学习方法ꎮ 大一学生从紧张的高中生活进入相对

轻松的大学校园ꎬ学习压力骤然下降ꎬ甚至不少学

生认为进入大学就可以完全放松ꎬ形成惰性思维ꎬ
学习缺乏主动性ꎮ 有机化学知识难度较大ꎬ高中阶

段大部分学生未将有机化学作为选考内容ꎬ导致学

生有机化学知识背景薄弱ꎮ 大学有机化学具有化

学反应多、知识点分散、反应历程抽象、不易理解记

忆等特点[５]ꎬ使学生学习兴趣不高ꎮ
１.２ 教师角度

高校教师在教学任务较重的情况下还要完成

科研任务ꎬ教师精力不足以在注重教学的同时搞好

科研ꎬ高校中部分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ꎮ 部

分教师虽完成教学任务却轻视教学效果ꎬ对于教学

业务能力的提升不重视ꎬ缺乏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

方法ꎮ
有机化学作为理工科专业的基础必修课ꎬ教师

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要责任ꎬ有机化学课程教学效

果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ꎮ 沿用传统教学模式ꎬ
不能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基本需求ꎬ不能达到理

想的教学效果ꎮ 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ꎬ是改变

传统教学形式ꎬ提升教学效果的必然途径[６]ꎮ 武卫

龙等[７]采用雨课堂教学平台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ꎬ在有机化学课程教学中激发了学生主观能动

性ꎮ 张怀斌等[８]构建了有机化学网络教学体系ꎬ探
索了自主学习模式ꎬ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ꎬ为学

生适应信息化教学模式奠定了基础ꎮ 虞虹[９] 等采

用异步 ＳＰＯＣ＋腾讯课堂＋ＱＱ 群方式ꎬ构建有机化学

教学体系ꎬ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和自主学习意

识ꎬ为推动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何曼[１０] 认为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能培养学生创新能力ꎬ完善

及调整教学内容后ꎬ能获得理想教学效果ꎮ 基于以

上情况ꎬ笔者利用“雨课堂”对有机化学课程教学进

行探索ꎬ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２ 基于雨课堂的课堂教学

混合式教学理念认为ꎬ应将教育技术与课堂教

学深度融合ꎬ注重创新教学模式ꎬ引导学生主动学

习[１１]ꎮ 雨课堂为课堂教学提供了动态化、智能化、
数据化平台ꎬ让教学双方在授课过程中充分发挥主

动性ꎬ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ꎬ改变教师输

出为主的教学局面ꎮ 雨课堂为学生实现碎片化学

习、辅助课堂互动、教师开展混合式学习提供了轻

型解决方案[１２]ꎮ 在有机化学课程教学中ꎬ主要通过

雨课堂发布课前预习、二维码签到、ＰＰＴ 讲述、推送

测试题、互动讨论、随机点名等模块进行ꎬ可帮助学

生提高课堂注意力、课堂参与度ꎬ起到有效督促课

堂教学的作用ꎬ并注重过程性考核ꎬ将学生参与情

况纳入课程考核当中ꎬ可激发学生学习热情ꎮ
课前通过雨课堂发布预习课件及预习任务ꎬ预

习课件与课堂授课课件应不同ꎬ需要高度凝练ꎬ体
现主要知识点ꎬ学生通过预习对课堂教学内容有初

步印象ꎬ课堂教学时教师可根据学生知识点掌握情

况调整课堂教学侧重点ꎬ让有限的课堂时间发挥最

大效能ꎬ不再是传统教学中老师讲什么学生就学什

么ꎬ而是学生欠缺什么老师就讲什么ꎬ体现了学生

为中心的理念ꎮ 有机化学线下课堂教学时ꎬ采用雨

课堂二维码进行现场签到ꎬ节省教师考勤时间ꎮ 为

强化重点难点ꎬ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采用边讲边

测模式ꎬ在每堂课内根据教学要求和教学目标设计

形式多样的知识点小测题ꎬ包括单选、多选、填空、
判断等ꎮ 知识点讲解后及时通过雨课堂推送给学

生ꎬ并根据题目难易程度规定答题时间ꎬ答题结束

立即根据答题情况ꎬ对题目及相关知识点进行讲

解ꎬ对优秀学生进行表扬ꎬ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ꎬ对
预警学生利用 ＱＱ 学习群在课后单独联系并辅导ꎬ
可提高预警同学在下次课堂学习中的参与度ꎬ对学

生起到督促和鼓励作用ꎮ 同时ꎬ在 ＰＰＴ 讲解过程中

学生也可通过 ＰＰＴ 标记、弹幕等形式向教师及时反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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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教学信息ꎬ教师通过学生课件标记及弹幕情况掌

握学习情况ꎬ对疑问较多的知识点进行重复讲解ꎮ
此外ꎬ还可通过随机点名、互动讨论、课堂红包

等形式增强课堂趣味性ꎬ改善课堂气氛ꎬ激发学生

参与热情ꎬ使学生全过程参与到课堂教学中ꎬ实现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ꎮ 例如:在卤代烃亲核取

代反应机理讲解过程中ꎬ推送以下 ４ 个问题:１)不

同历程碳原子杂化方式如何? ２)不同历程立体化

学特点是什么? ３)不同历程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４)不同卤代烃反应速率应当如何? 学生分 ４ 组讨

论后ꎬ由各组学生为大家讲解这 ４ 个问题答案ꎬ可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归纳总结、语言表达、团结协作方

面的能力ꎮ 课程考核时将学生课堂参与度、测试成

绩等纳入平时成绩中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ꎮ 课后

通过雨课堂推送作业题ꎬ上传教学课件ꎬ帮助学生

巩固复习知识点ꎮ

３ 教学效果反馈

通过问卷调查形式ꎬ让学生对雨课堂应用效果

进行反馈ꎬ向制药、动科专业 ９６ 名学生发放调查问

卷ꎬ共收回有效问卷 ９２ 份ꎬ问卷回收率 ９５.８３％ꎬ问
卷调查包括提升课堂注意力、提升课堂参与度、方
便课后学习、提升学习效率、是否希望继续使用雨

课堂 ５ 个项目ꎮ ９２ 份问卷中有 ８４.７８％的同学希望

在以后课程教学中继续使用雨课堂ꎻ对其他调查项

目持肯定态度比例均在 ８４％以上ꎬ其中对于是否能

提升课堂参与度持肯定态度比例达 ８８.０４％ꎬ持否定

态度比例仅为 １.０９％ꎻ对于提升课堂注意力有 ８４.
７８％同学持肯定态度ꎻ提升学习效率及便于课后学

习方面有 ８５.８７％的同学态度是肯定的ꎮ 具体数据

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有机化学课程中雨课堂使用效果调查 ％

项目 肯定态度 中立态度 否定态度

是否提升课堂注意力 ８４.７８ １３.０４ ２.１７

是否提高课堂参与度 ８８.０４ １０.８７ １.０９

是方便课后自主学习 ８５.８７ １３.０４ １.０９

是否提高学习效率 ８５.８７ １１.９６ ２.１７

是否希望继续使用雨课堂 ８４.７８ １４.１３ １.０９

　 　 对于大部分同学对使用雨课堂持肯定态度ꎬ笔
者进行分析后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１)雨课堂使用

后ꎬ学生课后学习时间灵活性加大ꎻ２)因雨课堂教

学过程中加强了师生互动ꎬ通过鼓励优秀学生及督

促预警学生的方式ꎬ激发了学生学习积极性ꎻ３)采

用雨课堂后改变了传统课程考核方式ꎬ注重过程性

考核ꎬ将学生参与课堂情况通过雨课堂统计数据加

入平时成绩中ꎬ这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ꎬ在课堂

注意力、课堂参与度等方面都得到提升ꎮ 但由于雨

课堂使用后会占用学生部分休息时间ꎬ且有机化学

知识本身难度较大ꎬ存在极少部分同学持中立态度

或否定态度ꎮ

４ 教学反思

雨课堂用于有机化学教学实践ꎬ使课堂学习效

率及学生参与度提升ꎬ对学生学习情况发挥了良好

的监督作用ꎬ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ꎬ具体如下:学生

使用雨课堂初期存在新鲜感ꎬ表现出较高积极性ꎬ
但由于教师课后通过雨课堂发布学习任务ꎬ个别学

生会因雨课堂占用课后休息时间ꎬ逐渐表现出使用

频率下降等情况ꎻ教师在应用雨课堂教学时ꎬ某些

章节内容分配不合理ꎬ导致课上、课下部分学习内

容重复ꎻ雨课堂应用过程主要注重课堂教学模块ꎬ
对课前及课后使用所占比例较小ꎬ未充分发挥雨课

堂平台所有功能ꎻ对于教学效果的评价单一ꎬ仅通

过问卷调查形式进行效果反馈ꎬ且问卷调查项目设

计未覆盖人才培养的全部目标ꎬ主要涉及关于课程

知识学习兴趣、方便性、效率等方面内容ꎬ对于学生

能力培养ꎬ是否符合人才需求等方面未涉及ꎬ反馈

结果具有片面性ꎮ

５ 结语

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ꎬ有机化学课程采用现场

教学＋雨课堂模式进行教学实践ꎬ在课前－课中－课
后与雨课堂进行深度融合ꎬ符合现阶段高校课程建

设中混合式教学的改革主流方向ꎬ发挥了多方面教

学优势ꎬ具体表现为:(１)通过雨课堂应用ꎬ学生课

后自主学习不再受时间空间限制ꎬ能根据自身情

况ꎬ安排预习、复习频次ꎻ(２)基于雨课堂中随机点

名、习题推送、弹幕等功能ꎬ学生课堂参与度大幅提

升ꎬ改变了传统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交流缺乏的局

面ꎬ便于掌握学生学习动态ꎬ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ꎻ(３)利用雨课堂课前预习任务发布及知

识点测试等功能ꎬ突出课程教学的重点与难点ꎬ便
于学生带着目标去学习ꎻ(４)雨课堂中的数据统计

功能ꎬ能从学生出勤率、测试成绩、课堂参与积极性

等方面体现学生学习状态ꎬ基于统计功能可改变课

程评价体系ꎬ注重过程性考核ꎬ有利于激发学生学

习积极性ꎮ 有机化学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ꎬ注重教

学实施过程的同时ꎬ还应充分做好教学反思ꎬ在后

续雨课堂应用实践中拓展知识宽度ꎬ加强学习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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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ꎬ充分利用雨课堂功能模块ꎬ建立更有效全面的 评价方式ꎬ促进有机化学取得理想教学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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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教学反思与总结

本课程的亮点是通过融合线上线下课程教学ꎬ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按照 ＡＤＤＩＥ 模型进行模块化

功能分解ꎬ同时结合思政案例与混合式教学模式ꎬ有
效提升了线上思政教学效果ꎬ降低了线下教学中学生

参与度低、接受度差等问题ꎮ 此外ꎬ从教学效果评价

角度ꎬ本课程在保持专业背景特色的前提下ꎬ适时融

入“思政”元素ꎬ并通过教学过程互动与学情反馈等

环节ꎬ有效提升了学生对课堂思政的接受能力ꎮ
本文将工程化开发理论应用到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课程教学中ꎬ通过实践教学与效果评价ꎬ探索

了思政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方法的可行性ꎬ经过试验

分析对比ꎬ该方法达到了良好的效果ꎮ 由于缺乏实

践课程的思政在线指导ꎬ本课程的实验教学环节未

能得到有效的提升ꎮ 如何深度融合思政理念ꎬ因势

而导ꎬ保障在线实践教学的“思政”教学效果是未来

深入研究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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