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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课堂”在课堂教学中的意义
杜　柯

（洛阳旅游学校，河南 洛阳 471000）

摘要：当前教育环境十分复杂，教育的需求广泛而深入。而课堂教学存在很多问题，缺乏师生互动，学生积极性不高。同时，以手机、

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但却无法进入课堂形成助力。本文就实施“雨课堂”的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希望大力推动以“雨课堂”

为代表的新技术、新手段进入课堂，服务教学。并对“雨课堂”的使用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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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从人类诞生便伴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发展。从原始人

的简单模仿，到孔子的因材施教，再到当今社会教育在多方面、

深层次的普遍展开，一直都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然而，教育的效果却一直被争论。一方面，认为教育的作

用居功至伟，无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都是在强调教

化的作用。另一方面，极低的成才率却让人们，特别是教育者

们倍感无奈甚至绝望。正所谓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也不过

七十二。而学校里也存在着少数优秀学生“事半功倍”，大多数

普通学生 “事倍功半”，少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厌学、混

日子的情况。因此，很多教师将教育的效果与学生的先天素质直

接画等号，认为自己不过是筛选出了适合学习的学生，因而降低

了教学积极性。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当代教育中，由于培养体系的健全，教

育资源的丰富，教育的效果相比从前其实已经有了大幅的进步。

教育目标的多样性让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方向。

无论是学校教育中普高、职高的相互补充，还是公司、企业里的

技术培训，对人才的培养都起着积极的作用。而教学效果的差强

人意，其实往往伴随着教育方法的落后和教育手段的贫乏。

我们知道，教育的主体是学生，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整

体素质，而提高教育效果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通过教师的引导，教学手段的辅助，让学生独立自

主地提高学习能力。有人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教学中

经常发现有些学生对某些课程兴趣浓厚，而对另外的课程却意兴

阑珊。这一方面是课程和学生的目标不一致造成的，而另一方面

也和教学手段单一有关。 “一支粉笔打天下”的日子恐怕一去不

复返了。一味抱怨，却不考虑提高教学手段，本质上是懒惰和自

我逃避。

相比几十年前，现在的知识随处可得。互联网和手机让获取

信息更加方便。然而，由于手机和网络对学生具有一定的负面效

果，全国大多数中学都对手机下了封杀令，几乎是“谈手机色变”。

但有错的不是手机，是不到位的监管和不正确的引导。今后社会

的发展无疑是离不开手机的，一个连手机都不能正确使用的学生，

哪怕考了高分，也只是“高分低能”。当然，手机的滥用也会让

学生沉溺其中，成为真正的“精神鸦片”。然而，自古我们就知

道“堵不如疏”，很多家长和老师堵了，但效果反而是让学生更

加厌学。同时，学生在课堂上始终处于知识不对等的状态，获取

知识的手段除了课本，几乎一无所有，这让教育上提了很多年的

提高学生主体地位、翻转课堂等根本没有实施的条件。学生始终

被教师“牵着鼻子走”。因此，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根本无

从谈起。而学习积极性不高、混日子和厌学恐怕也是顺理成章的。

而在课堂上让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培养自身学习能力，难道不是

我们教育的初衷吗？而手机就是学生获取知识最好的工具。

当然，课堂上手机也不是漫无目的、随心所欲地使用。一切

要为教学。因此，建立一个使用手机服务课堂的系统无比重要。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教学软件。但其中大多是为线上课程服务的。

与课堂教学并不匹配，不太适合课堂教育。而笔者在对比之后，

发现有一款软件与课堂教学无比贴合，教师使用起来也非常顺畅。

这个软件就是“雨课堂”。

“雨课堂”是一个课堂辅助教学系统，由清华大学和“学堂

在线”共同推出，是一个新型的智慧教学解决方案，是教育部在

线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快捷、免费地为教学过程提供

数据化、智能化的信息支持。通过连接师生的智能终端（电脑、

手机等），将课前 - 课中 - 课后的每一个环节都赋予全新的体验，

最大限度地释放教与学的能量，推动教学改革。“雨课堂”通过

嵌入式编程和“微信小程序”等手段将教学过程融入 PowerPoint

和微信，在课前预习、课堂教学和课后复习中在教师和学生之间

建立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互动生动而有效。使用“雨课堂”，

教师可以将带有 MOOC 视频、习题、语音的课前预习课件推送到

学生手机，师生沟通及时反馈；课堂上实时答题、弹幕互动，为

课堂教学中的师生，提供了完美的交流互动的解决方案。

首先，在教学实践中，“雨课堂”的使用让教师和学生沟通

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回顾传统的课堂，师生的互动无非是“一

问众答”或“一问一答”。先说“一问一答”，效果确实不错，

但参与的学生太少，同时极大地影响了教学进度，时间成本是教



0512022 年第 4 卷第 11 期 理论热点

学所无法承受的。而“一问众答”看起来效率更高，但在热闹的

背后，藏着的是无数的浑水摸鱼和随声应和，教师无法掌握每个

人的学习状态，无法据此制定和实施下一步的教学计划。最终，

培养出大量的东郭先生。而通过使用《雨课堂》进行辅助教学，

则可以大大改善师生之间沟通的状况。“雨课堂”通过微信，将

教师的授课系统和学生的手机连接在一起。教师可以通过发布资

料和播放 PPT 让学生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减少了学生在课堂上记

录和整理的时间。同时，还让离得较远的和视线不好的同学获得

全面的信息，补充投影的角度缺失，也让学生在使用时具有更强

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感。

其次，教师在和学生沟通时可以通过发布试题和问卷，将学

生的所思、所想呈现到课堂上。一方面让教师对教学的效果有一

个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让学生的参与有一个积极的反馈，

这会极大地提高学生荣誉感和参与感，从而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实现一个积极、主动、相互交流的动态课堂。这其实是《雨课堂》

的应用在教学中最大的意义。

最后，手机的合理使用其实让学生获得了一个在学习中攻坚

克难，获取成功的终极武器。如果学生缺乏助力，成功的概率便

会大大降低。试问，一个手无寸铁的士兵怎么能打出一场胜仗。

虽然，很多学生因为手机荒废学业，但没有手机就认真学习了吗？

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诱惑。手机是没有原罪的。而合理使用手机

反而能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让学生真正可以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教师也不是永远正确的。学会质疑恐怕是提高学习能

力的第一步。而通过手机和网络使学生真正拥有了可以和教师和

课本抗衡的力量。教师并不是神。正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

有专攻。如是而已 ”。当然，大多是教师其实早就拿起了手机和

网络这些武器，但为什么不敢让学生用呢？千万不要小看下一代

的力量！千万不要把下一代的能力扼杀在摇篮中！

其实，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是辅助和引领，千万不要将知识

咀嚼之后喂给学生。看似为了学生更好更快地学会，其实是越俎

代庖，让学生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很多学生出现“一

听就会，一做就错”的现象。教师的好心起到了反作用。反问一

下各位教师，你当年就是完全依赖老师的喂食成功的吗？恐怕更

多的还是靠自己的独立攀登吧！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按照规定的方式

利用手机增加课堂的丰满度。通过观察，大部分学生对于这种形

式非常欢迎。遇到不会的问题和理解不了时，他们开始利用手机

自己想办法完成目标。当然，开始时是非常幼稚的简单搜索和人

云亦云，甚至不知道获取知识的途径。但是，通过教师和其他同

学的帮助和相互交流，很快就学会了从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快速、

准确地找到所需的答案。其实，现在的学生都是很聪明的，特别

是在使用电子产品上。同时，通过“雨课堂”提供了让学生和教师、

学生和学生之间建立沟通的平台。让每一个人自由、尽情地展示

自己的风采。让课堂成为学生们展示自我能力的舞台。通过这种

方式，班级里打瞌睡、厌学的学生没有了。很多学生在课前和课

后还主动准备课堂上的内容，希望自己的表现得到大家的认可。

教师和学生在上课时轻松愉快却又紧张热烈。这样的课堂恐怕是

很多教师梦寐以求的吧。而实现它需要观念上的转变和教学手段

上的与时俱进。

当然，在课堂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各式各样的问

题。比如，手机在课堂上如何能被合理、有效的使用，在课堂教

学中应占用多少时间，在什么教学环节中出现比较合理，如何控

制手机不被学生打游戏或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雨课堂”在使

用时如何与课程融合，“雨课堂”的二次开发等。有些问题，我

们已经解决了，比如在手机上安装“戒手机”“青柠守护”等软

件规定学生使用手机的软件类型和使用时间。有些问题，还在探

讨中，比如软件的功能和课堂教学的需求有些地方不太一致。我

们一方面和开发者积极沟通，希望能在新版中增加相应的功能，

同时，自己也尝试开发一些小程序和插件解决问题。有些问题，

只能在教师应用过程中自己去研究和完善，比如手机和“雨课堂”

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方式和课程设计的融合。毕竟，每个教师风

格不一，教学内容也千差万别。但 “雨课堂”在教学中的促进作

用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合理地使用“雨课堂”，建立起师生沟

通的桥梁，构建学生展示自我的舞台和自主学习的环境，将是我

们广大一线教师未来的任务和方向。在此过程中，学生从中获得

了身心的解放，主动投入到学习中去，而教师则在新的教学环境

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理论、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同学生一起

进步，为教育的繁荣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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