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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图书馆单次培训分为 “雨课堂”和传统教学组，分别随机抽选１组实施培训，比较实施效果，
测试结果表明 “雨课堂”教学组成绩优于传统教学组，“雨课堂”对图书馆单次培训课程有帮助，为现代

智能化教学模式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　单次培训；“雨课堂”；医学高校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２００５０１８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ａｉｎ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ＳＨＡＯＳｈｕａｎｇ，ＸＵＬａ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ｉｎｇ２７２０６７，Ｃｈｉｎａ；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ｉｎｇ２７２０６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ｉ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ｒａｉｎ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ｎｅｇｒｏｕｐｉｓ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ａｉｎ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ｒａｉｎ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ｉ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ｓｏａｓ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ｏｍｅｉｄｅ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ｒａｉｎ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２－１８

〔作者简介〕　邵爽，本科生，发表论文 １篇；通讯作者：

王朋，副研究馆员。

〔基金项目〕　济宁医学院２０１９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培育项

目 “全媒体环境下图书馆用户情感体验研究

与实践”（项目编号：ＪＹＰ２０１９ＳＫ０３）。

１　引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线上教育改革成为必

然趋势。 “雨课堂”作为新型智慧教学工具，由学

堂在线和清华大学教育办公室共同研发推出［１］，其

通过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和微信结合，增加课堂上师生互动
交流，实现课外教师将视频、语音、课件等学习材

料推送至学生手机上一系列功能［２］，使课前、课

中、课后每个阶段都能实现合理智能化应用［３］。现

已有学者对 “雨课堂”在医学信息检索［４］、有机化

学实验［５］、人体解剖学［６］等医学高校课程中的教学

效果进行研究。目前图书馆培训分为线上和现场培

训，线上内容包括在线培训以及图书馆利用微博、

微信等方式为学生传播图书馆相关知识，现场培训

则是图书馆利用专题讲座［７］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授

课，广大学生、读者对图书馆培训有着浓厚的兴

趣［８］。本研究将 “雨课堂”运用到图书馆单次培训

中，对图书馆培训教学改革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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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对象和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将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学年第１学期图书馆单次培训实

践总体分为两种教学类型： “雨课堂”和传统教学

组，分别有多组。从两种类型教学组中各随机选取

１组作为此次研究对象，其中 “雨课堂”教学组每

组单次培训学生人数为５５人，传统教学组为５６人。

２２　研究准备

“雨课堂”教学组教师需要课前在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上安装 “雨课堂”软件，在微信中关注 “雨课堂”

公众号，点击进入 “我的课程”界面，填写个人信

息，点击 “我要开课”创建班级，获得 “雨课堂”

二维码和课堂密码。

３　培训实施

３１　 “雨课堂”教学

３１１　课前　教师将事先创建好的 “雨课堂”班

级二维码或课堂密码投放在教室黑板屏幕上，学生

通过微信扫码或输入课堂密码进入教师创建的 “雨

课堂”班级。

３１２　课中　学生加入 “雨课堂”班级后，教师

可查看本次课程的实到人数，掌握出勤情况，以便

更好地开展教学。教师使用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讲解课程内

容时，学生手机会收到实时提示。点击进入课堂后

可观看与教师授课内容同步的课件。每页课件均有

“不懂”或 “收藏”选项，教师可获得相关数据，

着重讲解。此外 “雨课堂”还有投稿、弹幕、随机

点名、随堂测试等功能［９］。在教师授课过程中，学

生如有疑问可以图文或视频形式发送信息，教师手

机端微信会收到反馈，可使用投屏功能投影到大屏

幕上。教师开启弹幕功能后，学生手机端会收到提

示，可将课程中不懂的知识点发送弹幕，教师解答

弹幕中问题，学生之间也可互相讨论，实现较好的

互动，提高教学效率［１０］。随机点名功能可以集中学

生注意力，教师可使用该功能提问学生回答问题，

使学生巩固知识并提高学习效率。随堂测试能检测

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程度，教师可查看学生答题情况

数据，包括题目正确率以及不同选项的选择人数，

从而有所侧重地讲解课程内容，调整学习进度，以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３１３　课后　学生可对 “不懂”或 “收藏”的课

件进行回顾，复习过程中若有疑惑或遇到难题可在

“雨课堂”线上平台反馈给教师，进行实时沟通。

教师可在平台上发布习题或试卷，学生手机端查看

课堂考试以及习题信息，对错题进行及时复习。此

外学生还可在平台上写下个人学习心得。

３２　传统教学

教师使用常规教学模式，利用多媒体将知识内

容转换成课件放映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与 “雨课堂”教学

组所用课件相同，采用举例、演示、放视频等形

式。学生课堂听课，按照教师提示在计算机上进行

相关操作。

４　评价方法和结果分析

４１　对比测试

４１１　方法　通过课堂测验方法对 “雨课堂”和

传统教学组进行教学效果测评，测验内容相同，包

括６道单选题、４道多选题，每道题１０分，总分为

１００分，测评形式为开卷考试。“雨课堂”教学组测

试成绩为７０、８０、９０、１００分的学生占总比分别为

１８２％、５４５％、９０９％、８３６４％。传统教学组测

试成绩为２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０、１００分的学生

占总比分别为１７９％、３５７％、３５７％、１７８６％、

２３２１％、２１４３％、２８５７％。计量方法采用配对 ｔ

检验，结果用平均值 ＋标准差 （ｘ±ｓ）表示，Ｐ＜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雨课堂”教学组测试成绩

为９７４５＋６４５，传统教学组测试平均成绩为８３２１

＋１６０８，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４１２　结果分析　课程时间、随机选取等因素导

致两次对比课程学生数量不同，但通过教学对比测

试，在教学人员、课程知识、所用课件、测试试题

相同的情况下，“雨课堂”教学组最低分及平均成

·０９·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５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５



绩均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组，表明 “雨课堂”教学组

成绩优于传统教学组， “雨课堂”对图书馆单次培

训课程有帮助。有很多学者已对 “雨课堂”进行研

究，但本次实践与大多数研究有所不同。大多数学

者都是对一门课程进行长时间实践，学生进行一学

期的学习，最后通过测试方式判断实践结果，测试

内容也大有不同。而本研究是针对图书馆教育进行

的单次培训实践，学生只需学习１个学时的课程，
课程结束即进行测试，不仅节约教师和学生时间，

也便于得出实践结果。但该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学生不能及时掌握 “雨课堂”使用方法，上课使

用手机容易分散注意力，浪费课堂时间，学习效率

降低。

４２　问卷调查

４２１　概述　针对 “雨课堂”教学组上课情况，

课程参与学生填写相关问题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

括１２道单选题、１道填空题。发放问卷共计４４份，
回收有效问卷４４份，有效回收率１００％。部分问卷
内容、答案选项及占比，见表１。

表１　问卷调查内容、答案选项及占比 （％）

问卷调查 答案选项及占比

参与学生年级 大一 （２２３） 大二 （６５９１） 大三 （２７２７） 大四 （２２７） 大五 （２２７）

对学习最有帮助的 “雨课堂”工

具

课堂过程中的

答题 （２９５５）
课上推送的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随时跳转 （４３１８）

对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某页点 “不

懂”或 “收藏”（２２７３）
发弹幕 （０） 其他 （４４５）

授课能够集中学生注意力 完全不同意

（２２７）
不同意 （４４５） 不确定 （１１３６） 同意 （６５９１） 完全同意

（１５９１）

能够增加师生互动，活跃气氛 完全不同意

（０）
不同意 （２２７） 不确定 （４５５） 同意 （７０４５） 完全同意

（２２７３）

授课中加入的互动答题环节，

让学生更有兴趣进行学习

完全不同意

（２２７）
不同意 （４５５） 不确定 （９０９） 同意 （６５９１） 完全同意

（１８１８）

课件下面的留言，有助于促进深度

学习

完全不同意

（２２７）
不同意 （０） 不确定 （４５５） 同意 （７２７３） 完全同意

（２０４５）

授课能够使学生有效掌握所学知

识

完全不同意

（０）
不同意 （６２８） 不确定 （９０９） 同意 （６３６４） 完全同意

（２０４５）

应该在其他科目课程中应用和推

广

完全不同意

（４４５）
不同意 （２２７） 不确定 （１１３６） 同意 （５９０９） 完全同意

（２２７３）

整体满意程度 不满意 （２２７） 一般 （１１３６） 满意 （６３６４） 非常满意 （２２７３） －

４２２　分析　结果显示学生对 “雨课堂”授课方

式反响良好，大部分学生能够积极接受这一授课方

式，认为其能够提高学习兴趣，整体效果值得广大

高校推行并实施。虽然 “雨课堂”这一授课方式有

很多优点，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课
件在手机上的界面只能显示成竖屏，授课界面内容

较单调；微信运营一旦调至后台 “雨课堂”便退

出，要进入学习需重新打开 “雨课堂”公众号等。

５　建议

５１　教师做课程引导者

５１１　控制课堂时间　要熟练把控课堂时间，争
取使每分钟都有价值，利用 “雨课堂”不同教学模

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注意力［１１］，从而提高其学

习效率。

５１２　引导学生参与　教师可在课件中穿插课上
测试和现场设计题目等环节，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加深对知识点的掌握，提高学生课程参与度，从而

高效完成学习任务［１２］。

５１３　重视课后反馈　积极进行教学数据分析，
及时回复学生问题。开展教学效果调查，了解学生

学习情况和个人授课情况，认清自身不足和优势，

以便更好地运用 “雨课堂”进行授课。

５２　学生做积极参与者

５２１　融入课堂，而非被动参与　学生要紧随教
师教学思路，尽快适应 “雨课堂”教学模式，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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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课堂，熟悉上课流程，努力配合教师工作。主动

了解 “雨课堂”及上课内容［１３］，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５２２　做好学习笔记，及时提问　学生要认真学
习课堂知识，利用好 “雨课堂”的学习日志和收藏

等功能，标注课上知识重点、难点，做好学习笔

记，若教师讲授内容不能理解时要及时提问。

５２３　配合教师授课　积极配合教师采用 “雨课

堂”授课方式，更快、更高效地学习课程知识，提

高课堂时间利用率。

６　结语

将 “雨课堂”运用到图书馆单次培训中，对图

书馆今后的培训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也促使传统图书

馆信息素养教育授课方式发生转变。未来图书馆信息

素养教育将进一步注重培训的智慧化、读者的个性

化和内容的交互性，学生在培训全过程的满意度和

情感体验将成为信息素养教育研究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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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本系统在中医治未病和养生理论的指导下，对

个人或群体进行亚健康和慢性疾病的监测、分析、

评估，根据个体不同健康状态提供相应的健康干预

和教育方案，变被动健康维护为主动健康管理，促

进慢性病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创性地将中医

五行十态体质健康管理思想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

结合，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管理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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