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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自进入春季学期以来,各地高校陆续开启了“线上教学”的模式,文章通过运用“雨课堂+钉钉直播”的方式进行了线上教学实

践。研究过程中首先对“雨课堂”线上教学模式和线下教学进行了对比分析；其次通过具体课程进行教学实践,再次通过网络调查对实践结果

进行调研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相应的分析, 后根据分析的结果总结出实践问题并对问题提出一些可行性对策。 

[关键词] 雨课堂；钉钉直播；线上教学；教学实践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2020年2月4日教育部紧急出台了“利用网络资源,停课不停教,停

课不停学”的政策
[1]
。各地高校纷纷使用“线上教学”模式开展教学。

“雨课堂”是清华大学于2016年4月利用学堂在线推出的一款智慧教学

工具,之后被引入到青岛理工大学,并迅速在学校推广使用,本学期有

学生不能到校上课,如何通过“雨课堂”既能实现教师正常授课,又能

实现正常课堂的互动,成为新学期教学难点,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实践,

发现“雨课堂+钉钉直播”的教学模式基本实现了“教与学”的日常教

学要求。 

2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对比分析 

2.1传统线下教学模式 

传统线下教学模式往往由以下几个步骤进行：首先,学生进行课前预

习,将不懂的地方进行标记。其次,课上教师按照讲稿讲解基本理论、方法

及相关案例或者例题,下课之前布置作业。 后,课下学生对课上学习内容

进行复习,并完成课下作业。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这种教学

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当代大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获取知识的需求越来

越高,书籍资源已经严重的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学习需求,这种供求矛盾导

致了一些不良后果：学生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热情不高、教学效果

不佳等。 

2.2线上教学模式 

在线教学平台翻转了课程教学中心,学生通过教学平台不但可以随时

随地获取知识,还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无障碍沟通交流,课堂上为学生提

供充分展示的舞台, 大限度地唤起课堂的对话；过程考核评价方式更科

学合理,线上教学模式通过平台学习积分、课堂点评、小组互评等多位立

体的评价考核方法,激励学生逐步养成自学能力；在线教学平台有益于课

程整改,在线教学模式通过平台记录教学过程的学习数据和信息,有利于

课程的教学自评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教学平台自动生成的课程综合情

况分析有利于学生和教师不断完善学习过程,提高教学质量
[2]
。以下选取

了两种线上教学模式进行分析： 

2.2.1线上教学模式—雨课堂。“雨课堂”是清华在线研发的一项教学

新技术,它是通过慕课平台—“学堂在线”推出的一款混合式教学工具。

通过“雨课堂”这一教学工具,教师可以实用微信将带有MOOC视频、习题、

语音的课前预习课件课前推送到学生手机上,并可以定制带有自己教学风

格的教学设计,同时“雨课堂”中还有实时答题、弹幕互动以及投稿等功

能。“雨课堂”基本覆盖了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实现了教

师对教学全周期数据的采集工作,从课前预习,课堂互动,课后反馈等层面,

帮助授课教师统计分析课程数据,量化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解决了传统

课堂的不足
[2]
。 

2.2.2线上教学模式—钉钉。钉钉(Ding Talk﹚是阿里巴巴集团开发

的一款企业管理软件,它可以在多平台进行操控,如PC端,Web端和手机端,

更支持手机和PC间的文件互传。在学校推进信息化教学管理中,利用钉钉

可以为教师和学生带去便利,利用“钉钉”的考勤功能,对学生进行考勤监

管,更可以基于“钉钉”开发了智能移动教学办公系统,将教学与管理相通,

实现在线直播、在线互动、在线考勤等教学工作方式。让学校教学管理从

传统的PC端向着移动端迈进
[3]
。 

3 “雨课堂+钉钉直播”教学应用实践 

3.1“雨课堂+钉钉直播”教学应用 

基于“雨课堂”4.0版-比目,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教学应用： 

3.1.1课前准备。课前准备工作包括：(1)建立相关班级,让学生扫码

进入班级。(2)制作课前预习课件,课件内容包括预习的理论内容及相关的

案例。(3)准备上课课件,课件内容要详尽具体、条理清晰,同时插入一些

题目,进行课堂测试,提高师生课堂互动气氛。 

3.1.2课堂实践。进入课堂后,教师打开电脑PPT中工具栏里的“雨课

堂”,手机扫码登录后显示课堂二维码暗号,学生微信扫码进入,教师按照

讲授流程开始上课。同时,“雨课堂”中嵌入了弹幕、投稿等师生交流互

动的手段,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而且活跃了课堂气氛。另外,“雨

课堂”还可以插入试题进行测验,测验的成绩可以计入平时成绩,从而提高

了学生课上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率。 

3.1.3课后数据的分析。课后的反馈信息包括：学生签到、课上参与

情况,课堂PPT不懂,试题作答结果等。根据反馈的结果了解学生上课情况,

对不懂的内容下次课单独进行讲解。 

3.2“雨课堂+钉钉直播”应用实证分析 

通过对前期“雨课堂+钉钉直播”的实践教学,使用“问卷星”网络问

卷调查法进行了相关的调研,共收回220份问卷调查结果
[4]
。本次调查问卷

共设置11个项目,其中10个客观题,1个主观题,其中客观题中有1个多项选

择题,其他为单项选择题。根据回收的问卷结果分别对8个单选题使用了频

数分析、对多项选择题进行了多重响应分析(详见表1)、对1个单项选择题

进行了条状图分析。 

通过频数分析可知：从“使用雨课堂上课是否减少了您迟到或缺课的

次数来看”,样本中“是”相对较多,比例为80.00%。对于“您认为基于雨

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学习效果怎么样”来讲,“很好”占比 高为74.00%。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否让您对课程更感兴趣”中超过6成样

本选择“更感兴趣”,以及“无影响样本”的比例是32.00%。“基于雨课堂

教学模式是否能帮助您更好的掌握课堂教学内容”中选择“很大帮助”的

比例为80.00%。“从您是否喜欢继续目前的基于雨课堂的混合教学模式”

来看,样本中有超过8成的样本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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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响应率和普及率汇总表 

 

针对多选各选项选择比例分布是否均 ,使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进行分

析。从表2可知,拟合优度检验呈现出显著性 (chi=59.872,p=0.000<0.05),

意味着各项的选择比例具有明显差异性,可通过响应率或普及率具体对比

差异性。具体来看,课堂小测, 课后复习,保留课件共3项的响应率和普及

率明显较高。 

4 “雨课堂+钉钉直播”使用问题及对策建议 

表2  问题及对策建议 

分类 问题 对策

教师 PPT上有动画覆盖,课下看不到PPT；

不能连续使用雨课堂上课,课件不

完整；

课件中没有慕课视频。

PPT制作尽量不用动画；

上课连续使用雨课堂；

以后上课过程中插入一些相

同或者相似课程的优质慕课资源。

雨课堂 不能下载课件；

课上回答问题时,没有抢答环节；

课件上无法添加笔记记录；

问题答案提交只有一次不能更改答

案；

课下不能提醒复习不懂的课件。

设置课件下载功能；

课上问题设置抢答环节；

课上问题提交答案设置次数；

课下雨课堂可以设置提醒学

生不懂的课件进行复习；

应用环境 有时候网会卡顿；

网络问题造成无法签到,特殊请假

无法签到,无法雨课堂备注,影响平时成

绩；

保证网络畅通

 

本次调查问卷设置的第11题就是关于雨课堂使用的意见与建议,

通过收回的220份问卷结果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详

见表2)。 

5 结语 

在大数据背景下,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对于教学信息技术

的掌握成为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手

段进行教学,不仅有助于高校教师对过程性授课资料的收集、归纳整理,

而且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新的教学模式也有助于改善学生的学习体

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学习效率。由于新学期,教师与学生不能

面对面交流,借助钉钉直播,可以实现教师与学生面对面授课,学生也可

以随时提问课堂不懂内容,“雨课堂+钉钉直播”教学模式为教学过程提

供了智能化、数据化的支持,希望未来能在高校教学中得到进一步的完

善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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