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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课堂”在“新生儿窒息复苏”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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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337和板书为主的传统教学导致学生投入度和参与度不高。随着科技进步，移动工具与教学的结合成

为当今热点。“雨课堂”是能利用微信和337、IODVK、ZRUG的多功能课堂教学工具。新生儿窒息复苏是临床医学本科

生必须掌握的操作之一。为了探索新科技工具与课堂的结合，本研究将“雨课堂”引入儿科新生儿窒息复苏技能学教

学中，将手机这个课堂干扰因素变为协助教学的手段。通过分析学生自评和满意度问卷，得出结论，即大多数同学认

为“雨课堂”可以提高学习效果。文末根据同学建议对“雨课堂”的功能及儿科见习教学提出改进方案，以期提高课

堂效率、完善改进“雨课堂”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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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UDGLWLRQDO� WHDFKLQJ� LV�PDLQO��EDVHG�RQ�337�DQG�ERDUG�ERRNV��FDXVLQJ�GHILFLHQW�LQSXW�DQG�SDUWLFLSDWLRQ�RI�

VWXGHQWV�LQ�FODVVHV��:LWK�WKH�GHYHORSPHQW�RI�VFLHQFH�DQG�WHFKQRORJ���WKH�FRPELQDWLRQ�RI�PRELOH�WRROV�DQG�WHDFKLQJ�KDV�EHFRPH�D�

hot�topic�nowadays.�Rain�classroom�is�a�multifunctional�classroom�teaching�tool�that�can�use�WeChat�and�PPT,��ash,�and�word.�

1HRQDWDO�DVSK�[LD�UHVXVFLWDWLRQ�LV�DQ�RSHUDWLRQ�ZKLFK�LV�D�SDUW�RI�WKH�FRPSXOVRU��FXUULFXOXP�RI�FOLQLFDO�PHGLFLQH��7R�H[SORUH�

the�combination�of�new�scienti�c�and�technological�tools�and�classrooms,�this�study�takes�advantage�of�the�rain�classroom�in�

WKH�WHDFKLQJ�RI�SHGLDWULF�QHRQDWDO�DVSK�[LD�UHVXVFLWDWLRQ�VNLOOV�DQG�GHYHORSV�PRELOH�SKRQHV��LQWHUIHUHQFH�IDFWRUV�RI�FODVVHV��LQWR�

PHDQV�WR�DVVLVW�WHDFKLQJ�����DVVHVVLQJ�VWXGHQWV��VFRUHV��VHOI�DVVHVVPHQW�DQG�VDWLVIDFWLRQ�TXHVWLRQQDLUHV��LW�LV�FRQFOXGHG�WKDW�UDLQ�

FODVVURRP�FDQ�LPSURYH�WKH�OHDUQLQJ�HIIHFW���W�WKH�HQG�RI�WKH�SDSHU��DFFRUGLQJ�WR�WKH�VXJJHVWLRQV�RI�FODVVPDWHV��DQ�LPSURYHPHQW�

plan�is�proposed�for�the�function�of�rain�classroom�and�pediatric�probation�teaching,�which�can�improve�classroom�ef�ciency�

DQG�UDLQ�FODVVURRP�WRROV�

.���R�����5DLQ�FODVVURRP��3HGLDWULFV��1HRQDWDO�DVSK�[LD�DQG�UHVXVFLWDWLRQ��7UDLQHH�FODVV��0HGLFDO�WHDFKLQJ�UHIRUP

一、前言

目前以“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仍占主流，老师大多采用337放映和板书结合的教学模式，造成课堂气

氛沉闷、学生注意力不集中、课堂参与度低等问题，最终教学效果不甚理想>����。

截至����年底，我国手机网民用户已达����亿，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小时>����，而这些网民大部分都是

学生。由此可见，学生对于手机的频繁使用成为普遍现象。在课堂上，学生的注意力很容易转移到移动手机上；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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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学生更是提不起精神。而且有研究表明，智能手机成瘾会使课堂上的学生因抑郁焦虑情绪

而导致学习效率降低>��。

西方国家的移动教学始于����年，随着时代的进步，移动教学方式从简单的双向消息传递系统发展到更复杂的移

动平台，如作为具有附加功能的个人数字助理（3'�）和黑莓>��。����年，美国在《规划未来迎接人工智能时代》中

提出未来主要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的教育变革。因此，移动学习和课堂教育的结合是当今教学的热点也是重点。

我国信息和科学技术近几年来也是突飞猛进地发展，目前已经发展到移动学习模式，学习者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设

备，通过无线移动网络框架获得学习信息、资源和服务。由于移动学习具有及时交流、快捷方便、内容丰富、支持自

主学习等特点，现在它已经成为传统教学方式的一个有益补充>����。

“雨课堂”是清华大学于����年�月推出的智慧教学工具，它的功能是基于微信和337、IODVK、ZRUG>���，建立一个

实时的网络教室，老师们可以将337、视频、试题直接推送到学生手机上的网络教室，利用多种互动方式实现师生在

课前、课上、课后的积极互动，让学生的手机从“低头的工具”变成“抬头的利器”>������（见图�）。

图1�“雨课堂”的主要功能

从学生的方面，课前可以根据老师发放的337等教学资源进行预习；课上可以收藏不懂的教学内容，发弹幕向老

师提出问题等；课下可以作答试卷对知识进行复习，在平台上提出问题（见图�）。

图2� 学生利用“雨课堂”学习的步骤

从老师的方面，老师是“雨课堂”的操作者和主导者，前期需要老师将本节课的知识点结构图列出，找出难点易

错点。然后设计好337等教学材料，并在课前发放在“雨课堂”上。在课上需要老师掌控着“雨课堂”教学的进行。

在课下需要老师对课上问题的正确率进行统计，并在相应知识点的讲授在时间和内容上进行改进>������（见图�）。

图3� 老师对于“雨课堂”授课的准备

本研究的目的是将手机这个课堂上的干扰因素变成提高课堂效率的互动工具，利用“雨课堂”建立的虚拟教室，

提高医学生见习的学习效果，帮助教师实现对学生学习状态和知识掌握的动态了解，为教师的教学评估和改革提供捷

径。本研究需要解决传统教学过程中，同学们参与度不佳，容易被手机干扰，以及老师和学生沟通少的问题。

本研究预期目标是找到使得学生课堂效率提高的具体因素（如兴趣、专注力等），了解学生对于“雨课堂”使用的

满意度和建议，帮助工作人员对“雨课堂”工具的更新设计提供思路和老师对新生儿窒息复苏的教学提出改进方案。

二、研究对象

选择湘雅医学院临床医学五年制����级本科生，���人作为研究对象，将学生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人，对照组��人。两组学生均为全国高考统招入学，两组学生年龄、成绩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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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步骤

（一）前期准备

���制定新生儿窒息复苏的教学设计方案

模块包括第一个���V，第二个���V，正压通气、胸外按压、气管插管、肾上腺素使用和胎粪处理。根据课程特点和

授课对象的专业性，安排学时并提炼重难点。

���教学资源准备

制作337，并在其中穿插典型图片，同时辅助视频和动画。

���制作课上的问题和课下练习题

将新生儿窒息复苏的思维导图列出，将其中的重点、难点和易错点制作为填空题和选择题，比如“新生儿有活力

的三个特征”“吸引新生儿口腔和鼻腔黏液的顺序”等。

（二）实验分组

���对照组

按照传统教学模式，同学们根据书本进行预习，在课上听老师337讲授，利用给定的时间操作练习，最后进行理

论知识笔试和见习操作考试。

���实验组

（�）课前教师提前在平台上发布教学资源，学生通过手机进入“雨课堂”进行预习。

（�）课上教师通过电脑端337进入“雨课堂”授课，并产生课堂连接二维码，学生扫码进入，“雨课堂”自动显

示学生的姓名，便于教师掌握学生出勤情况。同学们在课上对不懂的内容可在幻灯片上进行难点标注，便于反馈给教

师。老师可通过“雨课堂”随机点名提问同学，可以保证每个同学都可参与到课堂中。同学们回答问题的情况和正确

率可以在后台自动记录，教师可根据答题情况了解学生对这部分内容的掌握情况并进行讲解内容的调整。此外，同学

们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发射匿名弹幕进行提问，遇到难懂复杂的问题，可以进行收藏并在课下复习。

（�）课下老师将会在“雨课堂”平台发布测试题，以巩固学习效果。学生可以在讨论区发布问题，并进行教师和

学生、学生和学生的线上互动。

四、评价指标及统计结果

（一）考核成绩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学习成绩的平均数与标准差见表�，独立样本W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成绩差异显著W

（���）� ������，��������，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1�考核成绩

变量 实验组（��=�40） 对照组（��=�61）

考核成绩 93.14“5.71 90.13“5.14

（二）学生评价

为更好地检测“雨课堂”的教学效果，研究人员对����级临床医学专业�个组共��名学生发放了新生儿窒息复苏

“雨课堂”教学效果问卷调查表，回收调查问卷��份，回收率����％。����％以上学生很赞同“雨课堂”授课能加强

知识记忆、提高新生儿窒息复苏的学习效果；�����％以上的学生提出的问题得到解决、对教师评价非常满意；超过

����％的同学认为课堂中使用“雨课堂”授课可以提高学习兴趣和分析问题、临床思维能力，见表�。

表2�学生自我评价（问卷）

题目/选项 很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很满意

使用“雨课堂”能否提高新生儿窒息复苏的学习效果 0（0％） 0（0％） 3（11.11％） 7（25.93％） 17（62.96％）

课前发放的PPT是否加强知识记忆 0（0％） 0（0％） 2（7.41％） 7（25.93％） 18（66.67％）

使用“雨课堂”能否提高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0（0％） 0（0％） 2（7.41％） 9（33.33％） 16（59.26％）

使用“雨课堂”能否提高注意力 0（0％） 0（0％） 3（11.11％） 6（22.22％） 18（66.67％）

使用“雨课堂”能否提高分析问题、临床思维能力 0（0％） 0（0％） 5（18.52％） 4（14.81％） 18（66.67％）

使用“雨课堂”能否保证知识得到有效复习 0（0％） 0（0％） 3（11.11％） 6（22.22％） 18（66.67％）

使用“雨课堂”能否使得提出的问题得到解决 0（0％） 0（0％） 2（7.41％） 8（29.63％） 17（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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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满意度

为了改进“雨课堂”和新生儿窒息复苏教学，对����级临床医学专业�个组共��名学生发放了新生儿窒息复苏

“雨课堂”教学效果问卷调查表，回收调查问卷��份，回收率����％。

在“雨课堂”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互动沟通方面，超过����％的同学表示满意。在337的内容和老师使用

“雨课堂”的熟练度方面，有超过����％的同学对表示满意。但是���％的同学觉得“雨课堂”操作不够简单便捷，见

表�。

表3� 学生满意度（问卷）

题目/选项 很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很满意

“雨课堂”的使用是否操作简单易行 0（0％） 1（3.7％） 0（0％） 8（29.63％） 18（66.67％）

本次课堂气氛是否活跃 0（0％） 0（0％） 0（0％） 7（25.93％） 20（74.07％）

本次课堂师生沟通是否得到加强 0（0％） 0（0％） 0（0％） 6（22.22％） 21（77.78％）

PPT内容是否全面且清晰 0（0％） 0（0％） 1（3.7％） 8（29.63％） 18（66.67％）

本次课堂教学是否适合使用“雨课堂” 0（0％） 0（0％） 1（3.7％） 7（25.93％） 19（70.37％）

老师是否很好地利用了“雨课堂” 0（0％） 0（0％） 0（0％） 7（25.93％） 20（74.07％）

五、结果分析

（一）“雨课堂”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注意力

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学生投入学习需要动力，认知思维的运行也需要动力，创造知识技能也需要动力，因此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教师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注意力是指人的心理活动集中指向于某种事物的能力，研究表明，

注意力是学生高效学习的基础，医学生在见习课堂的学习效率很大程度上受课堂注意力影响，而雨课堂可以从学生、

老师、资源、环境四个维度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研究表明，提高学生注意力可以极大提高课堂效率>������。

本研究中有超过����％的同学认为课堂中使用“雨课堂”授课可以提高学习兴趣、主动性、注意力以及分析问题

和构建临床思维的能力。

（二）“雨课堂”可以拉近老师和学生的距离

“雨课堂”将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个环节都赋予全新的体验，为教学过程提供数据化、智能化的信息支持。

通过加强师生互动，促进老师和同学进入状态，老师得到同学的回应，增加老师讲课的激情。课内限时习题、“弹

幕式”讨论、“不懂”按键、推送“手机课件”等功能能够采集学生的学习行为参数，提供了量化考核标准，做到

“教—学—测”一体化，动态、实时、全面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本研究中，老师的讲课激情和老师视角下同学们

的积极度均有提高，而且大多数同学对自己的表现、参与度、积极性和课堂的氛围均表示满意。

（三）“雨课堂”可以帮助同学们及时答疑解惑

与传统课堂相比，信息传递迅速、实时共享是“雨课堂”的一大优势。传统班级授课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老师口

头或者板书传授的信息传递缓慢、课上老师不会停歇、课下联系不到老师等。网络教学不仅大大提高传递速度，也能通

过实时共享使学生的问题困惑得到解决。在课堂上解决问题对学生内部的参与和注意力变化有积极的影响，与积极的学

习效果息息相关>���。本研究中超过����％的同学认为课堂中对于“雨课堂”可以帮助自己的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

（四）“雨课堂”可以为老师授课和教学改革带来便利

“雨课堂”可以为老师的点名、授课、教学效果分析提供十分便捷的途径。课堂签到、自动任务提醒等小助手，相比

于传统教学中点名签到的方式，更能节约授课教师的时间。老师也可以直接收集学生的答题成绩作为平时成绩，节约纸

笔测验和批改的时间，减轻了教学工作量。在课下，老师可以根据“雨课堂”记录的数据分析，更方便进行教学改革。

无论是课前预习，还是课后测验，授课教师均能对学生进行监控与监督，巧妙的课堂测试可以提高学生听课效率>���。

（五）“雨课堂”存在的不足

根据同学们提出来的意见，在下一批新生儿窒息复苏的教学中，研究人员将会改进优化课程337、视频、练习题

的内容质量。加强老师对“雨课堂”的了解和使用，充分利用其功能，如收藏课程内容、学生平台记录笔记等，使同

学们利用“雨课堂”听课得到更好的效果。

六、讨论

本文通过设计问卷调查、分析数据发现，使用“雨课堂”可以通过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动机、提高课堂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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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学生和老师距离、及时对学生进行答疑解惑来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证明“雨课堂”对于

提高课堂效率的有效性，本文在它们的基础上，找到了学生课堂效率提高的具体原因。但是问卷部分中的实验结果是

根据学生主观意见写出的，这个结果只能定性分析，不能定量研究。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以设计量表或者根

据某些仪器来测试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动机、注意力等，定量地找到学生课堂效率提高的原因。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了“雨课堂”可以协助老师点名，增加教师授课激情，为老师进行教学改革带来便利，

实现师生的双赢。“雨课堂”的设计者可以从学生的建议中，找到此移动工具改进的思路，如“增加记笔记的功

能”“设计课间小游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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