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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校网络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校、院两级教学督导组深入

网络教学课堂，了解和掌握授课情况和学习效果，积极收集整理在网

络教学运行过程中发现的好的经验和做法。教务处对各单位推荐的典

型材料，予以整理汇总，编辑发布，供广大教师借鉴，丰富教学经验

和手段，提高网络教学技能，共同提高我校网络教学质量。 

第七集网络教学集萃，撷取了食品科技学院李润丰、李汉臣 2位   

教师的网络教学总结与体会，推介给大家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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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分析课程网络教学报告 

（食品科技学院 李润丰） 

班级：食品科学与工程 1801-1803 

一、课程准备和教学平台的选择 

1、教学平台的选择 

（1）教学平台 

腾讯课堂，雨课堂 

（2）选择理由 

雨课堂是以插件的形式加载在 PPT 中使用，学生无需额外下载

APP，只要手机有微信功能就可以使用，非常方便。该平台对学生实

时学习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功能强大，弹幕、投稿、限时答题和答题情

况实时统计都可以作为对学生平时学习情况进行评价的依据，这些功

能和数据在疫情期间可用，平时教学活动中仍然可继续使用。 

腾讯课堂可以实现桌面分享，即教师想要学生看到的内容，只要

在自己的电脑桌面上呈现，学生就能实时观看到。此外，腾讯课堂还

有和学生公屏互动、语音互动的功能，这些是雨课堂不具备的功能，

且对缩小线上线下教学差别非常有用。选择腾讯课堂嵌套雨课堂，可

以实现两个平台的优势互补。 

2、课程的准备 

2月 4日加入河北科师雨课堂学习交流群，申请成为雨课堂会员，

下载安装雨课堂插件，观看雨课堂线上教学培训。在大致掌握了雨课

堂的基本授课方法后，又在线学习了李汉臣老师的腾讯课堂嵌套雨课

堂的操作方法，基本确定了同时使用腾讯课堂和雨课堂两个平台的模

式，既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各大院校扎堆开

学后的网络拥堵。 

学习在线授课操作方法的同时，根据在线学习的特点，对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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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件进行内容的补充、修改和浓缩，在一张 PPT上尽可能最大限

度提供合理的信息量，方便学生查阅和打印。2 月 22 日建立班级学

习交流群，给学生提供了电子版教材，通知学生下载相关平台 APP，

熟悉使用方法。2 月 24 日选择学生没课的空挡时间试播，体验同时

登录两个平台的网络顺畅度以及与学生实时通话的效果。 

二、教学过程的实施 

1. 授课前准备 

教师打开教学用 PPT，开启雨课堂授课，发送上课提醒，开启弹

幕功能。同时打开腾讯课堂直播，桌面分享部分区域，在分享的区域

放映 PPT。学生微信收到上课提醒直接点击即可登录雨课堂签到，同

时登录腾讯课堂，能实时看到教师分享的桌面区域。 

2.授课过程 

（1）教师端 

主课堂在腾讯课堂，放映 PPT 授课的同时，能随时监测学生动态，

包括雨课堂弹幕、腾讯课堂的公屏，可以实现和学生公屏互动、语音

互动。有答题要求时提醒学生切换到雨课堂界面。授课过程中的教师

端屏幕截屏图见图 1。 

 

 

图 1 授课过程中教师端屏幕截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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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端 

学生使用腾讯课堂为主课堂，能看到教师放映的 PPT，并可以在

公屏区域参与讨论，被教师点名回答问题者，通过点击举手按钮可以

“上台”语音回答。教师提醒答题时切换到雨课堂界面。学生端学习

过程的手机截屏图见图 2。 

 

图 2 上课过程中学生端手机截屏图 

3、授课结束后数据的保留 

（1）直播内容的保存 

雨课堂和腾讯课堂同时开启语音直播，两个平台都可以保存直播

内容，学生可以随时观看回放学习。不同之处在于：雨课堂保存了

PPT，学生可以打印；腾讯课堂的回放仅限于直播视频。雨课堂和腾

讯课堂的回放效果分别见图 3和图 4。 

 

         

图 3 雨课堂的回放效果         图 4  腾讯课堂的回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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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数据的保存 

腾讯课堂可以查看考勤看到每位学生进入课堂的时间和在线观

看的时间。雨课堂可以保留学生的签到信息、弹幕信息、答题情况信

息，可以细化到每个人的得分情况，并能根据签到早晚、得分多少和

答题速度推送每次课的优秀学生和预警学生。其效果如图 5所示。 

 

 

图 5 雨课堂教师端学生实时学习数据 

 

三、总结 

通过近两周的线上直播授课实践，我的体会是：如果教学设计得

当，通过腾讯课堂嵌套雨课堂的教学方式能够达到线下教学的效果，

线下能做的，线上同样都能够实现。相较于线下授课，使用腾讯课堂

和雨课堂进行线上直播授课，具有如下优势： 

1、线上教学，学生参与度更高，线下授课不愿意发言的学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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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使用弹幕发言，大大提高教学互动性。 

2、教师授课的音量大小不再是问题，平时面对面说话的音量就

足以满足需要。这对于平时线下授课声音小的教师是个明显的优势。 

3、对每个学生的实时学习情况都有数据记录，对课堂答题小测

中的客观题直接能给出评分，节省了教师评阅统计的时间。 

4、自动生成的回放可以供学生课下继续学习。 

5、雨课堂内置的慕课资源可以插入到预习课件中供学生学习。 

一段时间的线上教学活动，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或者说网络教学

也存在一些短板，个别学生网络顺畅度存在问题，在限时答题环节无

法按时完成提交；对学生听课过程中的反馈了解略显滞后，不能实时

听到和看到学生的声音和表情；上课高峰期雨课堂难以登录；学生的

注意力不持久和视觉疲劳问题等等，值得探讨和化解。 

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线上直播授课的顺利实施保证了疫情结

束后和线下教学的平稳衔接。要取得好的直播效果，应当在教学内容

的丰富、教学方式的灵活、教学风格的多样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思考和

调整，吸引学生持续专注听课，这些，也同样有益于疫情之后线下授

课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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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授课典型案例 

（食品科技学院  李汉臣）  

一、课程概况 

课程名称：疾病与营养；课程性质：专业选修课；总学时：32 

授课对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2017级，共 16人。 

二、选用的教学平台及特点  

1、常规使用：“腾讯课堂”嵌套“雨课堂” 

“雨课堂”是清华大学基于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在 2016 年推出

的一款智慧教学软件，随着版本升级功能逐步完善。可通过课上 PPT

插入习题、随机点名、弹幕、投稿，课前、课后推送预习资料（PPT、

视频、慕课）、习题，发布公告等功能实现良好的师生互动；便于在

教学过程中建立起“同步”和“异步”两条师生交流的通道，让所有

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在最适宜的通道得以开展；并可“全景式”记录教

学过程全部数据，覆盖“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个数据采集环节。 

“雨课堂”本人已使用多年，相对熟悉；但针对“抗疫”期间网

络直播授课，雨课堂也存在不足，主要是其服务器容量有限，面对本

学期突增的用户量，直播时容易卡顿，效果不甚理想。 

 通过开学前试用，又选择了“腾讯课堂”作为直播平台，其正

好可以克服“雨课堂”的缺点，“画中画”功能可实现屏幕分享和摄

像头同时开启，还可以在授课过程中直接与学生通过语音交流，授课

“现场感”相对较好。 

二者相结合，取长补短，有效提高了授课质量。 

2、备选：QQ群 

QQ 软件后台服务器强大，通讯技术相对成熟。当万一前述二平

台均出现网络崩溃时，可以通过 QQ群视频共享屏幕或 QQ群语音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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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 PPT长图作为补充，但其授课效果不如前者。 

目前在网络授课过程中，“腾讯课堂”嵌套“雨课堂”模式运行

还比较顺畅，没有启用备选方案。 

三、开课前的准备 

1. 建立班级微信群，指导学生在手机或电脑上安装、使用“腾

讯课堂”APP和进入网络课堂的方法。选课学生上学期都已熟悉“雨

课堂”，可直接使用。 

2. 根据网络授课特点，重新设计、修改、补充上课 PPT 及相关

文件材料。 

四、保证授课效果的措施 

1. 提前 15～20 分钟开启“腾讯课堂”和“雨课堂”，要求学生

避开网络拥堵时段进入网络课堂。利用“雨课堂”和“腾讯课堂”后

台数据对学生到课情况进行考勤。 

2. 课上通过“腾讯课堂”直播授课，同时启用“雨课堂”，正常

使用其除直播以外的其他功能。课下通过“雨课堂”推送预习任务或

课后作业等。  

3. 由于非现场授课，师生无法通过眼神交流，老师无法实时掌

握学生听课状态。因此，根据具体授课内容安排，每隔 10～20 分钟

设置一次师生互动，具体可采取讨论、答题、提问等形式。讨论通过

“腾讯课堂”的讨论区进行，该方式优于“雨课堂”的弹幕功能。答

题环节学生需切换到“雨课堂”，答题后回到“腾讯课堂”继续听课，

老师可通过分享的屏幕立即公布答题结果，使同学知道自己在班级中

处于什么水平；然后可让答对同学讲解，训练其语言表达能力，老师

再根据情况作必要补充。提问环节采用抢答与随机点名回答相结合、

加分与减分相结合的原则（详见附件 1中“平时积分规则”），可有效

激发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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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设置互动环节还可有效解决学生“挂线人离”的隐性逃课现

象。 

4. 为保证直播音效，老师上课时佩戴耳机，要求学生与老师语

音互动时，也佩戴耳机。避免电脑或手机外放声音再通过麦克风录制

形成回声。播放视频或音频材料时打开“分享系统声音”按钮，保证

学生收听音质。 

5. 由于学生长时间盯着手机上课，眼睛容易疲劳，将原来 50分

钟的两小节课调整为三小节，中间增加一次休息（适当缩短每次休息

时间），让学生眺望远方，缓解视疲劳。 

五、学生成绩评价 

好的教学模式一定要有合适的成绩评价机制与其相适应，才能更

加有效发挥作用。 

网络授课也应注重过程管理，基于“雨课堂”强大的数据收集功

能，将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课堂出勤，课上点名提问，平时小

测验，课堂参与情况等均纳入学生平时成绩评价范畴。课程考核办法

和平时积分规则详见附件 1。 

将学生平时积分做成 excel表格（见附件 2“平时成绩统计表”），

每次课都向学生公开；课堂提问环节现场记分，激发学生参与度，培

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和人生态度。 

六、网络授课效果反馈 

首次课下课后通过微信群询问学生授课效果，反馈良好。部分微

信聊天记录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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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疾病与营养课程考核办法 

2019-2020-2学期  2017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学生评价方法——平时成绩:期末成绩 = 4:6。 

期末考核形式:手机在线考试   

平时成绩考核内容：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课堂出勤，课上点名

提问，平时小测验，课堂参与情况，等。 

平时积分规则：（由于网络授课，跟以往比有所调整）  

1、平时成绩满分 100，每名同学先给予基础分 60分。不再分小

组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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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堂出勤。 

到上课时间提前进入网络课堂。无故缺勤一次减 2分，迟到一次

减 1分。 

3、课堂提问。 

随机点名：主要针对课后复习内容。促进同学养成及时复习的良

好学习习惯。上课开始对布置的复习任务内容提问若干问题，由老师

随机抽取同学提问；回答正确不加分，回答错误或不能回答，每人次

减 1分。 

同学提问：针对同学根据课程相关内容的预习和自学情况提出问

题，先由其他同学回答，若无同学回答由老师回答，若老师不能回答

留存课下师生继续查阅资料或讨论解决。目的培养学生主动思考习惯

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根据同学提出问题和回答情况分别每次加 1～2

分。 

注：学生课堂提问不能与老师布置的预习问题重复。 

抢答：主要针对预习任务及与其相关的启发性或需现场思考性问

题。促进同学提高自主学习和思考能力。抢答时回答错误不扣分，根

据同学回答正确和完美程度每次加 1～2分。 

4、平时小测验。 

根据需要，对前次课或阶段性复习内容以课堂上手机限时答题形

式或课后作业限时答题形式进行小测验。使每名同学都有加分机会，

作为平时积分的有效补充。 

说明：因为课程学时不同，积分环节设置多少不同，最终平时成

绩根据最高分按比例适当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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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平时成绩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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