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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药理学案例讨论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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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药理学案例讨论中的作用。方法 选择前期成绩相当的

2021 级临床医学专业 2 个班级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班级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54 名。对照

组应用传统案例教学模式，观察组应用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对比两组教学效果。结果 观察

组应用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后，其考核成绩、学习投入情况、学生对教学方法的评价均显著优

于对照组，组间对比明显（P＜0.05）。结论 “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药理学案例讨论中效果显著，可有

效提高学生考核成绩，激发其学习药理学的积极性，并提高其思维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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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blended teaching in the "rain classroom" in the case discussion of pharma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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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mixed teaching in "rain class" in case discussion of 
pharmacology. Methods Students from 2 classes of clinical medicine major in grade 2021 with similar previous 
scores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classes, with 54 stud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pplied the traditional case teaching mo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pplied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rain class".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rain class" was appli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assessment scores, learning input and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mixed teaching 
of "rain clas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discussion of pharmacology cas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assessment scores, stimulate their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pharmacology, and improve their thinking ability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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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纽带，目前药

理学课程主要采用传统的大规模课堂教学方式进行

授课。然而，由于该领域研究所涉及的药物种类众

多且机制复杂，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法已无

法满足学生对深入学习需求和教师对高效教育期望。

2016 年，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了一款名为

“雨课堂”的智能终端设备。近年来，“雨课堂”这

种创新的混合教学方法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广泛认

可和应用，因为其成功地将传统教学方式与数字化

优势相结合。引入“雨课堂”于医学教育中可以提供

一个智能平台，以支持混合教学，并有效地提升理

论和实践研究[1]。基于此，本文研究了“雨课堂”的

混合式教学在药理学案例讨论中的作用，现报告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择前期成绩相当的 2021级临床医学专业 2个

班级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班级分为对照组

与观察组，每组各 54 名。对照组：男 29 名，女 25
名，年龄 18-22 岁，平均（20.14±0.65）岁；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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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30 名，女 24 名，年龄 18-23 岁，平均（20.37±
0.77）岁。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选择药理学课程中的重难点章节-抗菌药进行

教学，并准备 2 个案例（附有 3 个问题）。对照组

采用传统案例教学模式：以带教老师为主体，按照

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授课。学生在教学前预习章节

内容。教师将根据教学内容逐一讲解药物临床应用、

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并制

作课程计划、课堂笔记和课件。 
观察组采用“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教师会提

前 1 周根据核心知识点来制定课堂内容、案例问题

和其他学习资源，这些材料将通过“雨课堂”平台推

送给学生进行预习。教师可以实时监控学生的准备

情况，而学生可以选择“不理解”按钮标记自己未理

解的内容，学生的反馈使得教师能够专注于解决相

应具体问题。在小组讨论中，同时使用“雨课堂”“弹
幕”功能，以便教师能够快速观察学生的发言并监控

他们的进度。对于存在争议的话题，可在屏幕上展

示以便进行更深入的小组讨论。教师可以在课堂上

随时利用“雨课堂”开启随堂测试，使学生能够实时

通过该平台作出作答。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

解重要概念，还能让教师及时评估其理解程度并相

应地调整教学方法。使用“雨课堂”进行作业和测试

后，教师可以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此外，教师

还可以将“雨课堂”上的详细数据传输到电脑上以便

分析学生参与度和知识保留情况，根据分析结果，

及时对随后的教学内容进行适应性调整。 
为了确保可比性，教师提前 1 周使用 QQ 向两

组学生发送学习材料，并指导其做好预习准备。在

课堂上，学生们参与小组讨论，并选择 1-2 名就每

个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会给予适当的引导及

补充，并在课后布置相同的作业任务。在完成课程

后，通过“雨课堂”平台向 2 个班级的学生进行闭卷

考试。 

1.3 观察指标 
（1）考核成绩：包括理论知识、临床应用、案

例分析，每项均为 100 分。 
（2）学习投入情况：通过投入量表（UWES-S）

进行评估，包括活力、专注、奉献等 3 方面，共计

17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为 0-6 分，总分 0-102 分，

分数越高，学习投入越好。 
（3）学生对教学方法的评价：考核结束后向学

生发放匿名调查问卷，现场答卷并收回。主要内容

包括提高学习兴趣、提高临床思维能力、提高讨论

参与度、提高实践操作能力、提高重难点掌握度等 5
项。每项均为 20 分，分为 4 个评分等级，未提高：

0-5 分，一般提高：6-10 分，提高：11-15 分，显著

提高：16-20 分。问卷总分 100 分，分数越高，学生

对教学方法的评价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 sx ± ”表示，以 t 检验。若 P＜0.05，则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考核成绩对比 
观察组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明

显（P＜0.05）。如表 1： 
2.2 两组学习投入情况对比 
观察组学习投入情况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对

比明显（P＜0.05）。如表 2： 
2.3 两组学生对教学方法的评价对比 
观察组学生对教学方法的评价显著高于对照组，

组间对比明显（P＜0.05）。如表 3： 
3 讨论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教学质量，改革药

理学案例讨论的教学方法至关重要。通过引入“雨

课堂”的混合式学习模式，在临床医学专业药理学

案例讨论中融合多种资源，实现无缝结合预习、复

习和课堂教学。 

表 1  两组考核成绩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 临床应用 案例分析 

观察组 54 94.34±3.27 93.76±1.20 94.76±3.12 

对照组 54 80.14±2.50 89.64±2.03 90.42±2.14 

t - 25.351 12.839 8.439 

P -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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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学习投入情况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活力 专注 奉献 总分 

观察组 54 18.67±1.47 19.69±0.97 17.31±1.14 55.38±2.85 

对照组 54 17.26±0.73 18.03±0.66 15.57±0.96 50.23±3.33 

t - 6.313 10.397 8.579 8.634 

P -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3  两组学生对教学方法的评价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提高学习兴趣 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提高讨论参与度 提高实践操作能力 提高重难点掌握度 总分 

观察组 54 16.95±2.49 16.01±2.83 16.95±2.37 16.11±2.23 16.12±2.81 86.15±8.27 

对照组 54 13.62±4.04 13.45±4.63 13.10±4.97 13.22±3.70 13.19±3.56 71.15±6.91 

t - 5.156 3.467 5.138 4.916 4.747 10.228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这种全面整合技术将为教师提供广泛支持，并

给予学生全面数字化的学习体验，在临床专业药理

学教育领域已初步取得积极成果[2]。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考核成绩、学习投入

情况、学生对教学方法的评价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组间对比明显（P＜0.05）。提示“雨课堂”的混合

式教学可有效提高学生考核成绩，激发其学习药理

学的积极性，并提高其思维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等。

分析原因，是因为：混合教学模式的运用可以提高

形成性评估方法的效能。传统药理学教育面临一个

重要挑战，即临床医学学生数量众多，这使得教师

难以全面了解每位学生的学习进度。因此，他们通

常依赖自身经验来评估教学成果。为了应对这一问

题，作者将“雨课堂”平台融入药理学案例讨论中，

实现对于学生表达和理解能力的实时高效评价[3-4]。

通过使用课堂测试和"雨课堂"平台上的及时反馈，

可以获取准确详尽的教育数据，从而全方位地评估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能力，并不仅仅依

赖期末考试来衡量整体进步情况[5]。因此，在案例讨

论课程中引入“雨课堂”平台不仅可以拓宽评估方

法，还能够强调持续评价实践的重要性，并最终有

助于建立一个更稳健、更易管理[6]的形成性评估体

系。且在药理学案例讨论课中引入“雨课堂”智能平

台，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对药理学的积极性，提升其

解决问题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并鼓励其在日常生

活和临床环境中灵活运用所学的药理知识，从而全

面提高医学教育的质量[7-8]。 
综上所述，“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药理学案

例讨论中效果显著，可有效提高学生考核成绩，激

发其学习药理学的积极性，并提高其思维能力、实

践操作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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