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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雨课堂的运用是智慧教学的体现，可以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优化传统的高等数学教学方案，构建更科学的高等

数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本文主要围绕“雨课堂的介绍”“高等数学教学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基于雨课堂的高等数学混

合式教学模式构建”这几个方面展开深入分析，重点结合雨课堂的各项优势，探究新时期高等数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

建路径，强调优化课堂前、课堂中以及课堂后三个环节，打造环环相扣、课内外融通的教学体系，巩固学生在高等数学

领域的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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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引起关注的问题有“不注重预习环

节的质量”“师生之间缺乏有效互动”“没有合理利用第二课堂”等。

如果不改善这些问题，很容易阻碍高等数学教学的进步，不利于学

校落实高等数学改革工作。雨课堂可以集合多种信息化资源、信息

化工具，充分彰显智慧教学的优势。将雨课堂融入高等数学教学是

一种创新，是在开发新路径。基于雨课堂的种种优势，学校不仅可

以优化高等数学教学，还可以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更直观、更生

动地呈现高等数学相关知识，指导学生展开数学实践。 

1  雨课堂的介绍 

“雨课堂”由清华大学和 MOOC 平台联合开发，是一款智慧

型教学工具。借助雨课堂，教师可以上传教学 PPT，并开启远程教

学。对于学生来说，只要打开微信小程序，就可以随时随地接收雨

课堂信息，与教师同步互动。雨课堂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联系着

师生，联系着课堂内外[1]，将不同的教学环节紧扣在一起。相比传

统教学模式，雨课堂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上课前。在正式上课之前，教师可以整合丰富的学习资

源，融入 PPT 课件，指导学生按照一定线索进行预习。学生只要有

手机，只要有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及时接收雨课堂信息，提前熟悉

所学内容。这不仅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还可以提前储备知识，

进行心理建设，加快学生后续学习进度[2]。 

（2）课堂中。在上课过程中，教师可以开启雨课堂的各项功

能，如“弹幕”“点名”“红包”等，鼓励学生参与到探究中，表达

自己的个性化想法，与学生建立亲密互动关系，增添学习的趣味性，

以一种十分轻松的方式提醒学生集中注意力，专注所学内容。 

（3）课堂后。在课堂教学之后，通过雨课堂上的各类题型，

教师可以布置合适的课后作业。这些课后作业的形式不同，格式也

不同，学生可以“语音回复”，也可以“拍照上传”“发送附件”，

只要严谨规范、符合要求即可。完成这一类作业的过程中，学生积

极性更高，效率也更快。 

（4）考核环节。以雨课堂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可以实现“随

堂测试”。也就是说，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进度、教学中的学生反馈，

随时组织考核，突出一些关键性知识点，评估学生在各个环节的学

习情况。这是一种很便捷的考核形式，也是一种很及时的纠错方式，

教师可以快速分析考核结果，调整不合时宜的教学方案，秉着“以

学生为出发点”的教学设计理念，优化教学方案，帮助学生迅速进

入学习状态[3]。 

凭借种种优势，雨课堂已经进入各个高校，推动着各学科改革。

在高等数学混合式教学模式中，雨课堂既可以作为一种资源库，也

可以作为一种线上教学平台。教师可以通过雨课堂实施教学计划，

学生可以通过雨课堂推进学习计划。以雨课堂为中心的高等数学混

合式教学模式更具吸引力、更具融合性，吸引着高校学生去探索。 

2  高等数学教学中存在的典型问题 

2.1  不注重预习环节的质量 

当前，关于高等数学教学体系的设计，有些教师只想突出教学

环节，对于预习环节的“内容”“形式”“评估”等均不够重视，对

于学生预习环节的表现也不够关注。即使学生在预习环节不积极、

不主动，教师也不会认真分析学生的心理动态。“教”与“学”之

间，“预习环节”就像一个衔接的桥梁，如果没有这个桥梁，学生

很难进入到深度学习状态[4]。除此之外，有些教师进行高等数学教

学时，留给学生的预习时间非常短，学生还来不及熟悉数学内容，

就会被教师强行干预，直接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在应接不暇的

教学流程中，学生可能会积累大量不懂的数学问题，产生过多学习

压力，削弱学习热情。 

2.2  师生之间缺乏有效互动 

由于师生互动不多，高等数学教学缺乏应有的活力。目前，在

高等数学课堂上，阻碍师生互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

面，教师灌输的内容过多。在有限的课时内，有些教师想要传达大

量的高等数学理论，学生处于一种紧张的“接收状态”，需要接收

多种文字信息、语言信息，并记录这些信息，理解信息内涵。在这

样的学习状态下，学生很难放松心情，很难与教师进行亲切交流[5]；

另一方面，缺乏互动的桥梁。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有些教师想要与

学生一同探讨数学问题、一同完成数学实验，但不知道如何搭建互

动的桥梁。这一类教师往往依赖于线下教学工具，不熟悉信息化环

境下的教学模式。在信息化教学领域，这些教师经验不足、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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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需要主动地进行知识更新。 

2.3  没有合理利用第二课堂 

教授高等数学相关知识之后，有些学生仍然带着困惑，迫切需

要教师的指导。但在实际情况中，有些教师上课很热心，课后则比

较孤立，没有敞开心扉，不注重与学生之间的日常联系。随着高等

数学领域的不断发展，涉及的知识点越来越庞杂，如果不及时建立

“高等数学第二课堂”，课时会非常紧张，学生的课外学习需求也

很难被满足，不利于教师提升高等数学的授课质量[6]。除此之外，

有些教师虽然具备“高等数学第二课堂”的意识，也形成具体教学

方案如高等数学作业和高等数学活动，但在具体实施时，存在明显

的形式主义作风。例如，教师布置高等数学作业之后，只要求学生

按时提交，不关心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疑问。对于学生提出的各

种诉求，教师未及时处理。长此以往，高等数学第二课堂的实际功

效并不突出，不利于学生学习进步。 

3  基于雨课堂的高等数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3.1  课前环节：通过雨课堂提升预习质量 

在课前环节，教师可以通过雨课堂灵活地指导学生，提升高

等数学预习环节的整体质量。举例来说，关于“极限”相关知识，

教师可以利用雨课堂，推送“极限•预习 PPT”，供学生课前学习。

这其中，主要涉及“极限的知识框架”“极限的重难点知识”“极

限的应用案例”等。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预习质量，教师还可

以借助雨课堂插入“语音讲解”“视频讲解”，在学生脑海中形成

更清晰的概念，帮助学生消化“极限”相关定义[7]。在预习过程

中，学生还可以点击雨课堂的“报告老师”，随时随地向教师提问，

寻求教师的帮助，逐一消除心中的疑问，不把疑问带到下一个学

习环节。 

3.2  授课环节：利用雨课堂增加师生互动 

在授课环节，教师可以利用雨课堂快速建立讨论机制，发起各

种学习活动，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具体来说：第一步，开启“雨

课堂”授课模式，通过学生的登录情况，记录学生的考勤数据。依

据整体考勤信息，与班长进行对话，了解学生未到的具体原因。第

二步，根据预习环节的学生反馈，合理调整高等数学 PPT 内容，使

PPT 的难度适合大部分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将知识点

融入雨课堂的题库，设计成精准的“选择题”“填空题”，利用“点

名”功能，邀请学生作答。通过学生的答题情况判断学生是否理解、

是否能跟上教学节奏，第三步，教师可以打开雨课堂的“红包”功

能，活跃学习氛围，表扬那些积极配合、认真参与的学生，鼓励学

生与教师互动。 

3.3  课后环节：结合雨课堂策划第二课堂 

在课后环节，教师可以结合雨课堂的各项资源、功能，积极策划

高质量的第二课堂。比如说，在雨课堂上有丰富的课件资源，有学生

学习数据，教师可以依据这些内容，进行深入分析、总结，梳理一套

清晰的高等数学知识框架，形成“高等数学巩固性学习 PPT”，提醒

每一位学生查漏补缺，专攻自己的薄弱环节，巩固高等数学学习成果，

帮助学生在第二课堂建立自信心。再比如说，雨课堂包含大量测试题、

大量实践学习任务，教师可以统筹这些教育资源，制作成“高等数学

拓展性学习 PPT”，推送给学生，立足知识拓展的高度，辅助学生进

行第二课堂学习。在这个过程中，雨课堂就像一位导师，可以一步步

引导学生。无论是“高等数学巩固性学习 PPT”，还是“高等数学拓

展性学习 PPT”，都可以作为第二课堂的精华，促进学生学习。 

4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雨课堂的高等数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更好

地衔接教学流程，统筹课内外资源，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对于教

师来说，为了更好地应用雨课堂，要重点把握以下几点：在课前环

节，通过雨课堂，精准指导预习，提升预习质量；在授课环节，利

用雨课堂的各项功能，增加师生互动；在课后环节，结合雨课堂的

各种资源，积极策划第二课堂内容。除此之外，教师还要善于研究

新兴的教学工具、教学平台，带着开拓精神，探究“雨课堂+”教

学模式，不断提升高等数学混合式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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