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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教育部和我校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我们迎来了一次不平凡的“开学”。

疫情迫使我们改变了以前的面对面传统教学，充分利用现代

化教学工具，进行网上教学，实现了课堂形式的大转变，让

学生和教师充分体验了新一代网络教学所带来的高效和便捷。

线上线下教学本就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大趋势。这场疫情促使

我校的 SPOC 教学模式提前来临。这场疫情让我们相聚“在

云端”。为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授课效果，翻转课堂成为

最为有效的途径，而在翻转课堂的实施过程中，采用了“雨

课堂”这一线上教学平台，有效实施了基于“雨课堂”的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 [1]。

2 做好开课前准备，打有准备之仗

2.1 思想上做好准备

线上教学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趋势，突如其来的“疫

情”知识加速了该趋势的发展。作为一名新时代军校教员，

必须紧贴时代步伐，与时俱进，时刻接受新事物、新技术，

克服当前各类困难，坚信线上教学定能胜任本学科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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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

2.2 硬件设施和教学设计上做好准备

“雨课堂”除了有更加良好的互动性和实时反馈的特点

外，其便捷的数据搜集功能以及更加丰富的可用教学资源是

其突出的优点。“雨课堂”作为我们的授课平台，必然要熟

悉其操作和使用方法。学习了“雨课堂”软件和学堂在线网站，

使本学科线上教学能够顺利开展。与此同时，教研室也针对

此次网上教学的特点，本学科特点和现有条件，从学生的学

习效果出发，整合出一套教学方案。方案一出，便紧锣密鼓

的各自备课，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每人备出全部课程的一半。

同时，借助“雨课堂”所提供的慕课和 Unipus 提供的一些与

课程相关的材料作为授课的辅助材料，大大提高了授课效果 [2]。

3 重视课程实施过程，提高教学效率

线上授课与传统授课最大的区别在于，无法直面学生的

即时反应，也缺少教室的学习环境，教师不能去判断网络背

后的学生们当下的状态，所以在课前准备，授课过程以及课

后交流则倾注了更多的心力。

3.1 课前做到精心

教师不能再用教室上课的老一套，虽然知识内容不变，

但是课堂教学形式有别。每次将“雨课堂”提供的慕课和

Unipus 网站上课文相关的资料分享给学生，指定预习范围，

要求学生自行观看，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将难点反复多

看几遍，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将课前的疑问提出来，针对

提问进行课上着重讲解。PPT 传入“雨课堂”平台后，有针

对性地增加语音，从而提醒或指导学生边看边听。提前一天

发送预习讲义，讲义发送后，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反馈，设

置预习的时间节点，在时间节点前没有点开课件阅读的学生

会收到提醒。正式进入课文教学前，让学生对文章先有自己

的认识和学习，从而有效提高授课效果。

3.2 课中做到用心

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形式。

在线上授课时依然需要严格遵守，教师不能自己唱独角戏、

自娱自乐，学生在这种授课形式中，我们依然需要将他们的

主导地位凸显出来，那么在授课过程中，教师作为引导者，

怎样引导，导向何方，都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认真注意。在云

端授课，要让学员主动地紧紧跟着教员的思路走很难，那就

需要我们在课堂设计上有所改变，每 10 到 15min 就要让课件

有吸引学生的设计出现，让学员不自觉的被课件上的有趣点

吸引。例如，或设置一些关于课文内容的趣味问答，或设计

有趣的拼图，或形式多样的转屏阅读等，激发学员的积极性。

每页课件下方还有“收藏”和“不懂”按钮，学生可以把课

程中不懂的知识点整理收集，根据收到的匿名“不懂”数据

的反馈，进而调整授课节奏并正对重点、难点做进一步的讲

解（见图 1）。

   

                           图 1                                      图 2

“雨课堂”的弹幕功能是学员与教员交流的重要渠道，

学员可以毫无顾忌的发送自己的想法，和同时回答问题。因

为弹幕是匿名的，这样大大避免了不敢发言、怕说错的尴尬

境况。教师也可以随时看到学生的观点及想法。如果想了解

学员活跃情况，可以查看后台，后台可以清楚看出每一条弹

幕是谁发送的，了解每个学员课上内容掌握情况（见图 2）。

便于课下一对一针对性解决个别人的个别问题。每个知识点

都会发送题目（单选题，多选题，主观题等）来检验大家课

上内容掌握如何，通过即时的答题情况反馈，实时把控学员

学习情况，有的放矢的开展课堂讲授，大大节省时间，提高

效率（见图 3、图 4）。利用随机点名是一个很好督促学员紧

跟教学进度的好方法。通过随机点名，让学员通过投稿的形

式回答问题，可以语音投稿，可以拍照投稿等（见图 5），从

而达到有效互动。讨论区也是个学习的主战场，学员在讨论

区中畅所欲言，使得他们更好的理解，吸收，并掌握课文里

的知识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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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图 4    

                                             图 5

3.3 课后做到细心

一是要关心学员们的在线互动情况、在线时长，及时将

平台导出的学习数据导出和反馈，将课程互动的情况进行收

集记录并告知学员（见图 6）。二是在线答疑，在课上答题批

改以及作业批改上用心。在线答疑时间里，学员们主动分享，

及提问，所以及时回答做出反馈是每次课后必做之事，课上

的主观题虽然在讲解时都有讲解到易错点，但是学员不能明

确自己的问题所在，所以课后针对课上学员作答的主观题打

分、写评语，就变得尤为重要（见图 7）。通过评价，学员可

以清楚的明白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如何改正。同时，针对学

生不懂的 ppt 给出详细得讲解，并配上相应的资料，以便学员

复习和巩固。作业的布置形式也很多样，作文可以拍照上传，

主观题学员录音或录制视频发送等。每个学员的作业都做到

一对一反馈。每次的作业也都形成了整体评价，以了解和掌

握学生的知识消化情况，促进后续教学。通过课堂报告，系

统根据答题速度和准确率自动评出优秀学员，和得分为零的

预警学员（见图 8）。同时，可以查看答题情况，找到未作答

率最高的学员，给以警告（见图 9），授课时的 ppt 学员可以

随时回看，方便了课文复习。

         

                 图 6                                  图 7  

         

              图 8                                        图 9

4 善于反思和总结，改进教学效果

线上教学已经成为大的趋势，但由于时间精力等条件的

限制，对“雨课堂”个别功能操作还不够灵活，要在后面的

授课中多熟练各种各样的操作功能。另外，由于网速问题，

导致课上反馈延缓，弹幕或答题延时较长。但是，后期增设

了“长江雨课堂”平台，已经可以上线使用，有效改善了由

于网络速度过慢所导致的授课效果下降问题。在后续教学过

程中，要改进课程设计，使其与“雨课堂”完美融合，最大

程度利用好“雨课堂”平台，真正使“雨课堂”的翻转课堂

教学方法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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