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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课堂”支持下的学生半自主学习模式对教师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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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发展，“雨课堂”支持下的学生半自主学习模式

逐渐取代传统教学模式，但该模式对授课教师发起了巨大挑战。为帮助

使用“雨课堂”的授课教师能有效应对挑战，文章通过阅读有关“雨课
堂”的文献以及对使用“雨课堂”教学模式的课堂进行长期跟踪，先对

雨课堂做基本介绍，再提出“雨课堂”支持下的学生半自主学习模式对

教师的挑战有如下三个：其一：教师需要转变教学观念以应对教学模式
的发展；其二：教师需要提升自己的备课能力以顺应多变而灵活的课堂；

其三：教师需要相互吸取教学经验以丰富学生在新模式下的课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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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雨课堂的简介 
“雨课堂”是清华在线教育办公室研发的一项用于教学的新

技术，它是通过 MOOC 平台“学堂在线”推出的混合式教学工
具。[1]“雨课堂”小程序结合微信这个软件实现了多方面的功能，
例如：教师可通过“雨课堂”在课前推送导学案以帮助学生进行
预习以及构建所学知识的大体结构框架；“雨课堂”可在课中通
过答题弹幕实现师生之间以及生生之间的多屏互动。更重要的
是，它便于教师随时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灵活调整教学设
计和教学进度；当然，学生课后可通过“雨课堂”自行查看教师
上传的课件达到及时巩固课程的目的。总体而言，雨课堂提供了
限时的习题和与课程相关的视频动画，还具有发送弹幕、收藏
PPT 等功能，这样的学习平台充分展现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
位，更有利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 

二、“雨课堂”支持下的学生半自主学习模式对教师的挑战 
新的技术与生产资料迫使教育以无可想象的速度进行改革，

“雨课堂”这种在“互联网＋教育”的背景下研发的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教学模式使教师和学生既可以线上交流又可以线下互动，
以满足每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但是这种新技术改变了教学的授
课模式，对教师的备课能力、教学设计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挑战。 

（1）首先，教师需要转变教学观念 
传统课堂是指以知识系统传授为目的的课堂。[2]很多教师不

重视课程的设计，只知道照本宣科，教师所认为的教学仅仅是指
教师把课本内容传授给学生以达到“教师教”的目标，学生死记
硬背、囫囵吞枣地学来达成“学生学”的目标。这样的教学方式
很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谈不上学生能够学以致用。随着
大数据和智能化时代的出现，传统教育出现的弊端更是显而易
见，“雨课堂”支持下的学生半自主学习模式的出现与使用对教
师的挑战之一就是：教师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快速转变教学观念，
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师要想转变教学观念，需要基于学科核
心素养。[3]于生物学科而言，新课程标准提出的生物学科核心素
养包括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以及生命观念。教师需要认真解读学
科核心素养的具体要求，并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贯彻落实提升学生
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 

（2）其次，教师需要提升备课能力 
传统的教学模式对教师备课能力要求并不高，但是随着新的

教学模式的出现，教师需要较强的备课能力才能适应教育的改
革。所谓的备课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它包括专业知识的储备能
力、教学设计能力、课件及动画制作能力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中提出了“四有好教师”的准则之一就是教师要有扎实学
识。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伟大使命，需要为国家的发展培育栋
梁之才，教师要想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则需要具有一桶水，甚至
源源不断的水。可见，传统的照本宣科的上课模式已经无法满足
教育的需求了。新型的授课模式需要教师具有渊博的学识，唯有
教师先具备了这个条件，才能在课堂上游刃有余。其次，教学设
计是决定学生接受知识并运用知识能力的关键因素，新颖的教学
设计会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产生强烈的知识期待，这样
无疑会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当然，好的教学设计离不开技术
的支持，现代教育的课堂提倡多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这也无形
之中要求教师具有较强的课件制作和动画制作技术。 

（3）最后，教师之间需要相互吸取教学经验 
教师在教师生涯中会备很多节课，特别是在提倡新技术的当

下，教师往往会用尽全力去准备一节课，但是仍然会在课堂上反
应出各种各样意料之外的问题，可见新技术下的新的教学模式对
教师产生的另一个挑战就是：教师需要不断吸取教学经验来丰富
自己的课堂。一方面，教师需要不断总结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不
足之处，分析学生在课堂中以及课下给予的反馈，不断完善自己
的教学设计并做好相应的教学经验记录。另一方面，年轻教师，
特别是刚入职的新教师可多向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请教。但
是就备课中的技术方面而言，年轻教师相比于老教师可能会略胜
一筹。所以，“雨课堂”新技术下产生的挑战不仅是针对新教师，
也是针对老教师的。可见，唯有教师一起相互学习，吸取经验，
方能突破新技术下的教学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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